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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融合 提升品质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王成龙 通讯员 顾新军

长江造就了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的千年
文脉，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
标志性象征，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
要源泉。作为长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荆楚
文化底蕴厚重、灿若繁星。

2022年初，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正式启
动。作为一名城市设计领域的高校教师，我参
与了长江国家文化公园选址、调研、建筑风格展
示等工作。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湖北段涉及湖北
多个市州。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作为具有线性文
化遗产特征的宏大历史时空叙事，是推进全省
文化和经济深度融合的重要载体，也是我省最
重要的交通动脉、生态廊道、经济通道和文化纽
带，对推进我省先行区建设具有重要作用。

荆楚文化博大精深，非物质文化遗产十分
丰富，盘龙城遗址公园、屈家岭国家考古遗址公
园、明楚王墓考古遗址公园、擂鼓墩考古遗址公
园等多个遗址工程也已初具规模。如何对湖北
的长江文化、荆楚文化、知音文化、盘龙文化、码
头文化、红色文化等进行深度挖掘，围绕长江治
水、三峡工程、荆江抗洪等文化事件打造湖北文
化主线尤为重要。

不久前召开的全省宣传部长会议提出，加
强文化遗产保护，抓好活化利用。在我看来，保
护不是束之高阁，建议探索“文化遗产数字化+
产业化”共生发展模式，加快推进VR、5G、AR、
大数据、云计算、元宇宙等数字媒介赋能荆楚文
化创新性传播，运用数字技术、创意设计培育新
业态、激发新活力，更好让文物说话、让历史发
声，生动讲好新时代湖北长江故事。

数字赋能 活化利用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龚雪

省政协委员
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教授

武静

文化，是一座城市的“辨识度”。
鄂州位于长江之滨，历史文化厚重，长江文化

资源富集。这些文化资源都是形成特色产业、推动
经济发展的“潜力股”。例如武汉的知音文化、首义
文化，宜昌的屈原文化，十堰的武当山道教文化，黄
冈的红色革命文化……都是独具特色的品牌“名
片”，经过努力挖掘、传承发扬后，知名度大大提升。

鄂州是三国时期吴王孙权袭侯封王称帝之
地，“避暑宫”“周瑜点将台”等都是旅游名景。

三国故事家喻户晓，但故事与鄂州之间的关
联如何、历史对鄂州产生了怎样的深远影响，这
些问题是文化传承应讲述的新篇章。要充分挖
掘本地特色，积极寻访传统文化亲历者，对他们
的口述资料做好记录、系统整理，提炼文化精髓，
加以宣传，实现从文化资源到文化品牌的转变。

眼下，鄂州正加快推进长江国家文化公园鄂
州区域建设，以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助力长江
生态环境保护，进一步明确鄂州示范区的文化、
空间、功能定位。

以此为契机，可从“五借”入手，构筑长江文
化高地——

借“物”，充分利用有影响力的标志物，扩大
本土文化知名度；借“事”，讲好文化故事、提升文
化内涵；借“人”，发挥本地市民主观能动性为文
化品牌壮大声势；借鉴，学习北京故宫博物院、敦
煌研究院文创产品开发的成功模式，推出荆楚特
色文创；借“势”，利用信息化、数字化手段与方式
推动传统文化资源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打
造具有当代荆楚文化特质的特色品牌矩阵。

挖掘资源 提炼精髓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曾雅青

省人大代表
鄂州市社科联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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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

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

发展座谈会上指出：

“要把长江文化保护

好、传承好、弘扬好，延

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

自信。”在进一步推动

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

展座谈会上强调：“深

入发掘长江文化的时

代价值，推出更多体现

新时代长江文化的文

艺精品。”

湖北是长江文明

形成的关枢之地、是长

江文化的集中涵养之

地，文脉悠远、底蕴深

厚。我省坚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

化思想，坚持文化自立

自信自强，持续推进荆

楚文化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着力培育新

时代长江文化品牌，构

筑长江文化高地。

省两会期间，代表

委员围绕“传承荆楚文

化精神，建设长江文化

高地”展开热议。

长江奔腾不息，孕育了兼容并蓄的荆楚文
化。大半个世纪以来，江汉平原层出不穷、异彩
纷呈的重大考古发现，凸显了湖北是长江文化
的集中涵养之地。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精
品文物展时指出：“荆楚文化是悠久的中华文明的
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地位举足轻
重。”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面推动长江经济
带发展座谈会上强调：“要把长江文化保护好、传承
好、弘扬好，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

长江文化之深厚、之悠远、之壮美，深深吸
引着我。我从事长江文化和荆楚文化研究15
年，紧紧围绕荆州古代城市与建筑的复原、郢城
历史与文化、荆楚非遗文化、荆州文化史等方面
开展历史学、考古学跨学科研究。同时，通过开
展荆楚文化学术讲座、大学生文化考察及研学
等活动，当好长江文化的传播者。

去年当选省人大代表以来，我开展了以荆
楚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主题的调
研，形成了《荆楚文化在湖北建设全国构建新发
展格局先行区中的作用研究》报告。

湖北是长江径流里程最长的省份，荆楚文
化由长江孕育而来，是长江文明形成的关枢之
地，是长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鲜明打响长
江文化品牌是我辈应该担负的责任，湖北应抢
抓实施长江博物馆、长江文化研究院等重大标
志性项目机遇，打造饱览长江风光、感受长江风
情、感悟长江精神的“国家展厅”“长江客厅”。

打响长江文化品牌，构筑长江文化的高地，首
先要构筑好文化保护的“高地”。统筹做好长江流
域各类文物资源资产的管理，加强长江文物和文化
资源认定，坚持保护第一，才能更好地利用。其次要
深入挖掘长江文化内涵，讲好长江故事。盘活长江
文化丰厚的底蕴，善于运用科技力量，让文物和文化
遗产活起来、动起来，将保护传承工作融入经济社
会发展中，为高质量发展增添亮丽的长江色彩。

文旅融合，不仅仅是把文化变成产品，更是
要用文化为旅游注入灵魂。

2023年12月，“知音湖北·遇见无处不在”
作为新的湖北文旅宣传语面向世界发布。对于
湖北而言，“知音”与“遇见”是恰当且唯美的结
合，“无处不在”表达了湖北文旅资源的灿烂多
姿、深厚兼蓄。

这次省两会，我提交了提案《打造知音文化
标识，讲好荆楚文明故事》。我认为，湖北省旅
游发展有好资源、好基础，具有打造世界知名、
全国一流文化旅游目的地的潜力。要想实现这
一目标，必须大力推动文旅融合，全面提升湖北
文旅的品位、品牌和品质。

眼下，旅游市场正从传统的资源驱动，升级
为资源+文化、情怀、兴趣的多轮驱动。我建
议，湖北一方面应优化创新“知音文化”空间载
体，将武汉知音文化旅游区重点打造成为具有
全国知名度的文化项目。另一方面，将知音文
化与武当文化、长江文化、三国文化等荆楚特色
文化元素串联，形成“知情重义、崇礼守信”的文
化内涵，打造一系列具有故事延续性、体验场景
化的主题空间。此外，推动文化进景区，借助影
视动漫、歌曲、音乐节以及舞台剧、情景剧、音乐
剧等形式，让文化本身成为“景点”，将“知音湖
北”打造成国家文化品牌。

去年，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湖北大学共建了
湖北省数字文旅研究院。下一步，湖北大学将
聚焦叫响湖北文旅品牌这一目标，发挥好人才
孵化器和“智囊团”的作用，助力湖北加快建设
世界知名、全国一流文化旅游目的地。

长江文化 兼容并蓄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李婷

省人大代表
长江大学荆楚文化研究

中心副主任

卢川

省政协委员
湖北大学文旅产业发展

研究中心主任

胡芬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张灿 朱熙勇 薛婷
李溪 任勇 摄）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
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

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
作为一名新时代文艺工作者和省政协委员，

过去的一年，我和同事们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积
极发挥省级文艺家协会“团结引导、联络协调、服
务管理、自律维权”职能。

这一年，我省一批优秀人才和作品在全国性
戏剧展演中取得不俗成绩。省京剧院优秀演员
唐恺摘得第31届中国戏剧梅花奖、两部优秀剧
作荣膺第18届中国戏剧节优秀剧目，五部小戏
小品佳作荣获第9届全国优秀小戏小品展演优
秀作品，11位戏剧幼苗人才和3个剧（节）目获得

“第27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荣誉。
同时，我们还立足新时代湖北地方戏剧种青年

表演人才长远发展，开展“省地方戏青年表演优才
‘培根’计划”，进一步推动优秀戏曲创造性转化和创
新性发展；依托艺术家和专家资源优势，“定向”“定
点”对基层戏剧院团开展“到人民中去”戏剧专家小
分队指导和帮扶工作；组织戏剧院团创作一线编
导骨干进行“采风深扎创作”活动等，赢得良好反响。

这次参加省两会，我带来《“武汉戏码头”背
景下的戏剧传承与时代传播建议》提案。

展望新一年，我和同事们将进一步开拓思路，
对标荆楚戏剧发展契合点、抓实戏剧传承核心点、
探索对标戏剧事业新亮点，努力在戏剧创作、“戏曲
进校园”、文艺惠民等方面做出新成绩。
我个人作为湖北戏剧事业和政协事业
发展的参与者和见证者，更要加强
学习，提升自我，用戏曲形式讲
好中国故事、湖北故事。

戏剧传承 时代传播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王际凯

天上七夕，人间郧西。七夕文化，在天成象，
在地成形，在郧西民间成风俗。

“郧西七夕”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近年来，我们努力做好非遗系统性保护，深
度挖掘七夕文化的经济、文化和社会价值，将七
夕文化创造性地转化成地方经济发展增长点。

我们连续14年举办天河七夕文化旅游节。
去年，这一已成品牌的文化旅游节，带动接待游
客244.67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10.05亿元。此
外，旅游节期间举办的2023年全国商业企业家
活动日暨郧西天河七夕经贸洽谈会上，31个项目
现场签约，协议资金236.91亿元。

旗锣伞扇、八抬大轿、十里红妆……七夕前
后，郧西县观音镇双石沟民俗村，有着红妆之韵、
红妆之美的中式婚礼“十里红妆”民俗表演每天
都会准时上演。

一批“牛郎庄”“织女坊”精品民宿，既让游客
享受绿色低碳田园生活，又带动百姓增收。通过
打造商业、旅游、文化等一体化的综合性文化商
业街区，让七夕文化能感受、能带走、能消费。

同时，我们结合七夕爱情故事的相遇、相知、
相恋、相处、相惜、相伴、相守的七个阶段，打造

“南来北往·郧西做东”区域公用品牌，让七夕文
化与地方品牌相得益彰，一批文创、农创、科创产
品搭上七夕快车。

今天的郧西，已成为一个集七夕文化、红色文
化、古镇文化、自然生态于一体的旅游资源大县，
被授予中国县域旅游发展潜力百强县、中国文化
百强县等称号。未来，我们将继续把七夕文化融
入城市与产业“双集中”发展，在丰富群众精神文
化生活的同时，做活浪漫经济，推动七夕文化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民俗文化 创新转化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袁超一 通讯员 邹景根 江河

省人大代表
郧西县委副书记、县长

王兵

省政协委员
省文联表演艺术部主任

宋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