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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旅 融 合 促 工 业 城 市 靓 起 来
——湖北宜都打造地域特色文化品牌

本版编辑 祝 伟 美 编 高 妍

河北安平以科技创新推动工业技改——

张张丝网织起千亿元产业集群
本报记者 宋美倩 中国县域经济报记者 李 杰

10 月 21 日，江西省吉安市吉水县醪桥镇日岗村一带，高标准农田里稻谷由青变黄，陆续

成熟。近年来，吉水县着力打造农文旅融合发展示范片，探索稻虾、稻鱼、稻蛙等种养结合模

式，提高农业经济效益。 朱海鹏摄（中经视觉）

银发经济成为朝阳产业

蒋

波

夜幕降临，数米高的铁花被表演者不断打

出，将夜空照得绚烂夺目。不久前，湖北省宜

都市三峡千古情景区举行的“打铁花”非遗表

演，不仅让本地人乐在其中，更是吸引了不少

外地游客前来“打卡”。

如何进一步探索培育文旅品牌，让传统工

业城市“靓”起来？近年来，随着长江经济带发

展等一系列国家战略纵深推进，宜都在以工业

立市的同时，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用好

自然资源禀赋、打造特色文化品牌，推出一系

列满足市场需求、富有地域特色的文旅产品，

促进了县域经济协调发展。

文旅新项目

上午 10 点刚过，宜都市三峡千古情景区

内，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熙熙攘攘、摩肩接踵。

三峡千古情景区是宜都依托长江文化，联

合杭州宋城演艺集团、湖北交投共同创新开发

的集市井体验、沉浸演艺、风土民俗等于一体

的沉浸式文旅项目。

以文塑旅，宜都坚持把文化注入景区景

点和旅游产品。项目建设前，宜都携手专业

团队，深入挖掘“守敬精神”“屈原”“王昭

君”以及“三峡工程”等富有文化底蕴的标

志性符号。

夯实了文化之基，三峡千古情这个地标性

文旅综合体快速在宜都拔地而起。景区核心

剧目，以长江三峡文化为背景的大型歌舞剧

《三峡千古情》既融合了三峡地区文化名人、历

史典故及风土人情，又运用多种现代技术，将

宜昌“世界级文化”元素和属于长江三峡的史

诗在舞台上展现得淋漓尽致。

在景区，让游客留住的不仅是“文化味”十

足的演出，还有特色主题街区内“一步一景”的

惊喜：古朴典雅的建筑、烟火气十足的集市、长

江清江交汇的自然奇观⋯⋯在这里，游客能直

接踏上认识宜都文化魅力的旅程。

“三峡千古情的从无到有，是宜都近年来

积极实施文化强市战略和重大文化产业项目

带动战略的深刻体现。”宜都市委主要负责人

表示，景区成功打破了宜都传统“卖山水”线路

的“刻板印象”，也展现了宜都打造有影响力和

吸引力文旅品牌的决心。

面对顶流文旅 IP 带来的超高流量，如何

把游客留下来、让消费“火”起来？

宜都交出了亮眼答卷——串联千古情与

宜都各大景区景点，打造 5 条精品全域旅游路

线，让游客有更多体验点；举办杨守敬文化活

动周等文艺展演，让原汁原味的传统文化与文

创产品走近游客；强化引导做好“千古情+”文

章，支持全市涉旅产业协同发展。

眼下，三峡千古情的文化和经济带动作用

已经凸显。景区开业后，宜都市酒店平均每日

入住 1821 间，较开业前增加 120%，邻近的鲟

龙水街餐饮营业额相较以前提升了 40%，均创

历史新高。

山水好故事

最近，尽管天气转凉，但每逢周末，宜都清

江湾旅游度假区都有千余名游客到访，一派热

闹景象。

宜都旅游如何做到淡季不淡？“创新提升

本土特色文化，丰富旅游内涵，让游客不再只

是单纯‘看山看水看风景’，这是宜都旅游的新

亮点。”宜都市文旅局局长陈美惠表示。

该度假区的核心景点青林谜镇景区坐落

在宜都高坝洲镇青林寺村，不仅风景秀丽，而

且村内人人会猜谜，世代传承，有着“中国谜语

村”的美誉。依靠独特的山水资源和人文禀

赋，青林谜镇成了无数游客必玩的“打卡点”。

但随着全国各地文旅产业的兴起，同质化较高

的山水游已经不符合市场需求。宜都开始敏

锐思考如何让游客在“有意思”的体验中获得

“有意义”的体验。

“旅游因为文化才能更好‘被记住’，要用

活谜语文化这个核心 IP。”高坝洲镇党委书记

杨晓辉表示。

这些年，谜语博物馆、青林谜宴、谜语

文创产品⋯⋯青林谜镇景区一直在创新“活

化”本地优秀传统文化，并用鲜活的方式展

示给游客。

灯光渐暗，音乐响起，景区民俗文化中心

里座无虚席。随着舞台灯光亮起，演出氛围迅

速升温。独具谜语文化内涵的青林小戏开始

上演，远道而来的游客一边喝茶、一边赏戏，品

味用宜都方言讲述的谜镇故事，现场体验感

“拉满”，“文化味儿”更是十足。

如今，青林谜镇这个集农、文、旅于一体的

康养综合体验区，每年可累计接待游客 100 万

人次。

深挖文化 IP 背后蕴涵的人文故事和独特

内涵，丰富旅游产品，清江湾景区的发展之路，

正是宜都以旅彰文，依托旅游市场激活拓展文

化资源的缩影。

近年来，宜都深入推动文化产业发展、文

化传承创新。强化对青林寺谜语、宜红茶制作

技艺、宜都梆鼓等各级非遗项目的保护传承，

举办荆门山文化旅游周、农民读书节等活动，

丰富三峡九凤谷、青林谜镇、奥陶纪石林等自

然景区的人文内涵，努力挖掘好山好水中的好

故事，将地域文化特色激活后融入丰富的旅游

产品中，真正让游客从“到此一游”转变为深度

体验。

在夯实工业强劲发展的基础上，文旅深度

融合也为宜都经济“闯”出了新路子，今年 1 月

至 8 月，宜都累计接待游客 541 万人次，同比增

长 43.2%，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69.3 亿元，同比

增长 41.3%。

产业新格局

9 月底，宜都市王家畈镇大风口茶马古道

研学基地迎来一批小学生。在茶叶加工车间，

孩子们最感兴趣的是红茶的生产，他们兴奋地

向制茶师问个不停。制茶师耐心解答，并现场

展示红茶制作工艺，让孩子们在实践中感受宜

都独特的宜红茶文化。

宜都市盛产茶叶，其中尤以宜红茶最为出

名。因其制作工艺极为复杂，颇费时间和功夫

而得名“宜红工夫茶”，它与“祁红”“滇红”并称

为“中国三大工夫红茶”，是湖北省唯一入选首

批“中欧 100+100”地理标志产品互认的茶叶

品牌，远销欧洲。“宜都宜红茶制作技艺”还成

功入选省级非遗项目。

近年来，宜都一边加强宜红茶品牌保护传

承，一边将传统宜红茶文化融入山地旅游，发

展研学游、精品游、农事体验等项目，探索茶文

旅发展新路径。

“酱草柑茶”是宜都四大农业特色产业。

除了宜红茶，宜都的鱼子酱、冬虫夏草、柑橘在

各自赛道独树一帜的同时，也在农文旅融合路

上表现不俗。

东阳光宜都公司建成全球知名的冬虫夏

草生态抚育产业化基地、清江鲟鱼谷建成国内

最大的工厂化鲟鱼养殖基地，推出旅游精品线

路，成为游客的网红打卡地；土老憨农业集团

建成全国绿色食品原料（宜都蜜柑）标准化生

产基地和国家柑橘公园、柑橘博物馆，通过互

动式、沉浸式体验，让游客感受柑橘文化的无

穷魅力。

此外，宜都还持续推动高质量文创产品开

发，以鲟鱼和柑橘为文化 IP，开发鲟小宝、橘

小贝等系列文创产品；丰富消费场景和消费体

验，推出鲟鱼全鱼宴、宜红茶香家乡菜等特色

佳肴；结合农事时节举办全国橘园半程马拉

松、柑橘嘉年华、茶香女儿会等各类农事文旅

节庆活动。

当前，宜都以柑橘、水产、茶叶等产业

为基底，形成了北部清江湿地桔乡康养度假

片区、西部茶马古道生态文化旅游片区、东

南部四季花果乡村旅游片区的“大旅游、大

发展”格局。

今年以来，宜都市乡村旅游已经实现综合

收入 26.27 亿元，相比去年实现翻番。农文旅

融合已成为宜都助农增收、助推全域旅游、推

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支撑。

当前，宜都正持续深入实施全域旅游蓝

图、储备重大文旅项目、培育文旅商圈等行动，

并持续深入挖掘城背溪文化、宜红茶文化、谜

语文化等优势资源，进一步开发更多具有文化

内涵的旅游线路和项目，加快宜都文旅强市建

设，把旅游业打造成新兴战略性支柱产业、民

生产业和幸福产业。

如今置身宜都，农文旅互融互动，工商旅

互通互赢的融合发展新模式，正不断刷新着这

座城市的面貌，改变着人们对这座传统工业城

市的认识。

近日，江苏出台 《促

进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实

施 方 案》， 提 出 到 2027

年，建设 10 个以上银发

经 济 特 色 园 区 ， 新 增 20

家左右省级以上专精特新

企业，基本健全银发经济

产业体系。

银发经济指专门为老

年人提供产品和服务的经

济领域，涉及面广、产业

链长、业态多元、潜力巨

大。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

程度持续加深，老年人对

美好生活的需求进一步增

强。大力发展银发经济，

为老年人提供更多更好的

产品和服务，让银发经济

成为朝阳产业，既是积极

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客观要

求，也是推动人口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举措，对增进

老年人的福祉尤为重要。

现阶段，各地银发经

济发展还存在不少短板。

比如，供给产品数量少、服

务质量低、养老设施投入

和机构供给水平不足、老

年 消 费 有 效 需 求 待 开 发

等，而老年人多元化、差异

化、个性化的需求，蕴含着

巨大的市场机遇。如何提

高银发经济发展质量，更

好满足老年群体需求，是

一道需要答好的考题。

发展银发经济，重在

供给侧发力，从“关键小

事”入手，满足老年人核

心需求。各地应积极围绕

老年助餐服务、居家助老服务、社区便民服务、老年

健康服务、养老照护服务、老年文体服务、农村养老

服务等老年人急需的高频服务领域，提出操作性强的

解决方案。同时，聚焦老年人多样化需求，重点培育

老年用品制造、智慧健康养老、康复辅助器具、适老

化改造等前景好、潜力大的行业，扩大、优化适老备

老产品与服务，解决老年人急难愁盼问题，增强供给

能力，满足和保障需求。

发展银发经济，也要强化要素保障，优化消费环

境。一方面，应大力推进养老人才队伍建设，拓展银

发经济领域人才发展空间，加强用地用房、财政金

融、人才队伍、数据要素、营商环境等方面支撑，从

企业、项目、提标、效益、品牌建设等方面给予政策

扶持，积极打通养老产业的上下游市场，引导多元主

体参与养老服务。另一方面，还要依法打击涉老诈

骗，建立精准监督体系，为银发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

发展银发经济，还要注重打造全产业链，构建

“银发+”供给模式，推动多业态融合发展。积极面

向未来产业，开发适老化技术和产品，培育智慧养老

等新业态，促进银发经济与文旅、体育休闲、学习培

训、大健康、智慧养老等产业融合发展，更好满足老

年人多样化、个性化需求。同时，依托“互联网+”

平台以及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提

升医疗、养老、康复等各类老年服务的品质，提供更

加个性化、便捷化的健康管理和养老服务，持续释放

老年群体消费潜力，让银发经济成为朝阳产业。

在河北省安平县顺达钢筘厂，厂长安二远拿

起一根如纸薄的钢带，夹到精密仪器上测量厚

度。“这是我们生产的高碳钢带，它是丝网编织模

具——钢筘的核心部件，虽然厚度只有 0.011 毫

米，但强度比同类产品高 30%左右。”安二远说，

生产设备是公司自主改造升级的，目前已实现自

动化生产。

丝网是重要的工业品，与人们生产生活息息

相关，广泛用于日常百货、交通水利及航空航天、

石油化工等领域。河北省衡水市安平县是全国

重要的丝网生产基地和产品集散地、国家金属和

化纤丝网产品重要出口基地。该县 2023 年丝网

产业产值达 1006 亿元，成为河北首个超千亿元

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

安平县丝网产业不断发展突破，但也面临产

业生态的综合性托举力度不够、产业科技含量不

高、产品附加值偏低等问题。“同样是不锈钢网，

一 些 进 口 产 品 的 价 格 是 安 平 丝 网 的 6 倍 到 10

倍。”安平县商务局局长董恩奇说。

站在超千亿元产值的新起点上，安平丝网从

构建丝网产业发展新生态上寻求突破，在外引内

育和延链补链强链上下功夫，严格落实《河北省

县域特色产业提质升级工作方案（2021—2025

年）》，引导丝网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创新金融支

持，放大科技创新平台能力，推动丝网研发设计、

检验检测等与丝网制造融合成链发展。

“安平县成立了外贸工作专班，深入企业进

行帮扶，解决企业境外展览、设备和技术引进等

方面的一系列问题。”董恩奇说。为了开拓海外

市场，衡水市海关在安平县设立了外贸工作服务

站，为企业提供报关、清关等服务。安平县还出

资 200 万元，对境外展位费、商标、海外仓等进行

扶持。

安平不仅鼓励丝网产业走出去，还注重请进

来。在 2023 年“国际丝网博览会”期间，安平县

举办了“国际采购商河北行·安平丝网国际直采

会”，106 名国际专业采购商到会集中采购。在今

年 2 月和 5 月，两次举办丝网产贸对接会，国际客

商签订意向订单近 700 万美元。

产业发展离不开金融活水。衡水市引导金

融机构积极创新金融服务，支持丝网产业发展。

截至 2024 年上半年，安平县丝网产业贷款余额

达到 130.13 亿元，同比增长 17.83%。

多维度、立体化的支持让丝网企业发展动

力更强。“自动焊接机的焊点载荷量不够，一度

影响了产品牢固度。改造后生产效率翻番。”河

北科技大学专家、安平丝网产业科技特派服务

团成员张亮与安平县卡新丝网制品有限公司技

术团队共同对自动焊接机进行改造升级。该公

司总经理李少志说：“我们重视进行技术创新，

在产品升级过程中，既掌握了技术，也锻炼了

人才，现已根据市场需求着手研发新一代自动

焊接机。”

近年来，安平县成立了不锈钢丝网研发中心

等省级以上科研平台 11 家，建成河北省丝网产

品质量检测中心，其所出具的报告得到 54 个国

家的认可。研发成功全自动多重滤网焊机等一

批新设备，县域科技创新能力大幅提升。

作为丝网行业的头部企业，安平金德隆网业

有限公司去年投入 3000 多万元进行技改和设备

更新。“资金投在技改上，产生了积极带动作用，

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比如拔丝环节，改进后的

设备工作效率提高了 7 倍。”该公司董事长宋恒

山说。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

动丝网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同

时，还将打造新生态，加强与其他行业的合作与

交流，实现产业链的互补和协同发展。”安平县委

书记曹向东说。

□ 本报记者 柳 洁 董庆森

湖北宜都是长江湖北宜都是长江、、清江清江、、渔洋河交汇之地渔洋河交汇之地，，素有素有““三峡门城三峡门城””的美誉的美誉。。图为宜都城市新貌图为宜都城市新貌。。 都都 轩轩摄摄

位于河北省安平县的一家丝网生产加工企业位于河北省安平县的一家丝网生产加工企业，，工人工人

正在操作智能设备正在操作智能设备。。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