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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金栋 本报记者 魏 静

江苏省盐城市建湖县是一座芳香馥
郁的文化之城，是中国淮剧之乡、淮剧的
发源地，淮剧2008年入选国家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名录。同时，建湖也是中国
杂技之乡，是南派杂技的发源地，建湖杂
技已有2000多年历史，其艺术成就响彻
海内外，淮剧杂技正成为建湖独树一帜
的靓丽名片。

建湖有戏，从九龙口的湿地公园到
淮剧小镇百年沙庄的古戏台，再到建河
村、收成村金色的田野，芦苇清、荷花香、
鱼鲜蟹肥，“鸟中大熊猫”震旦鸦雀一露
面就惊艳了世界……

文化 淮剧小镇的灵魂

九龙口，作为“江苏省首批生态文明
建设示范镇”，拥有里下河地区“鱼米之
乡”的天赐宝藏，地处三市四县交界，水
运四通八达，多元文化汇聚一堂。九龙
口淮剧小镇是以九龙口沙庄村为基础，
融入芦荡、脸谱、书法等风貌，向众人展
现出一个精美精致、生态古朴的淮剧特
色小镇。

“淮剧小镇紧扣淮剧文化主题，以
‘文旅’融合的方式，创造性地开辟出了
涵盖淮剧游乐、淮剧文化、淮剧演艺、淮
剧商业等内容为一体的一站式淮剧主题
发展模式。”九龙口副镇长王凯表示，小
镇在文化设计层面包含两部分内容，一
方面，以文化内核体现历史感，通过小
品、构筑物或其它方式体现淮剧剧种元
素，实现“戏在村中”构想，体现淮剧剧种

“发源地”。另一方面，淮剧小镇同获文
华大奖的大型现代淮剧《小镇》同名，为
此，在文化设计中植入淮剧《小镇》中的
元素，重点打造剧情里的十八个场景，同
时植入“吃住行游购娱”业态，对原九龙
口沙庄进行整体提升，使小镇成为淮剧

《小镇》的原型地，实现“村在戏中”构想。
据王凯介绍，淮剧小镇村口的游客中心

将为游客提供咨询、购物、休憩、解说等
功能；粮仓艺术中心为游客提供沙庄、淮
剧展示和咖啡、茶餐等服务；九鲜馆、冠
服馆等商业和服务业建筑同时植入门
楼、主会场、多功能厅、小卖部、拱桥等淮
剧《小镇》剧中节点。“淮剧文化是淮剧小
镇的灵魂，文化因素在特色小镇建设中
不可或缺。”九龙口副镇长王佳佳表示，

“我们在建设淮剧小镇过程中，不断挖掘
淮剧文化，让村民和消费者更加深刻感
受到政府对淮剧传统文化以及相关产业
的保护与传承。我们以多种物质形式为
载体，将淮剧文化具象化，将具象化的产
品产业化，形成文创产品及产业链，提升
了文化影响力。”

小镇 为乡村振兴赋能

特色小镇一端连着城市，一端连着
乡村，能够从要素配置、产业发展、生态
保护等方面把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
有机联系起来，推动产业之间、产城之
间、城乡之间实现融合发展，为统筹城乡
发展提供广阔思路。在推进特色小镇建
设过程中，建湖县充分借鉴国内外特色

小镇建设经验，立足九龙口旅游度假区
的资源优势，因地制宜，高标准、高起点
编制总体发展规划。

淮剧小镇就是在融入芦荡总体风貌
基础上，弘扬“诚信”文化，体现精美精
致、生态古朴特色，将整体环境做足生态
感，建筑风貌保持原乡感。据了解，目
前，淮剧小镇主体已建设完成并部分对
外开放，游客们近期前往小镇可游玩冠
服体验中心、沙庄戏苑和“怀才可遇”商
业街等景点。小镇与原有的九龙口景区
连成一片，新增就业300人以上，同时可
带动周边村民 1000人以上从事与文旅
相关的产业链，年增收5亿元以上，年内
吸引游客150万人次。

未来的二期规划中，淮剧小镇将按
照“征收不拆迁，搬迁再回归”保留烟火
气的原则，改造和提升原住居民区，在全
面提升淮剧小镇价值品质的同时，深入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行动计划，着力强化
住房保障、改善人居环境、完善配套功
能，进一步补齐乡村发展短板、夯实乡村
振兴基础。

“特色小镇是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
重要载体，要把淮剧小镇建设作为乡村

振兴的重点工作来抓。”九龙口度假区管
委会副主任陈中荣告诉记者，“准确把握
淮剧小镇建设标准和进度，要做好产业
规划、建设规划和用地规划。培育出淮
剧小镇跟其他地方不一样的淮剧特色，
才能促进小镇长久的发展，才能让沙庄
村变得兴旺。”

融合 打响建湖旅游品牌

“我家就住在九龙口镇上，自己做点
水产生意。每到旅游旺季，不少外地人来
这里度假，生意就格外的好。前两年九龙
口湿地已获批国家湿地公园，这里也发展
得越来越好，我的生意也越做越大。”家住
九龙口镇的刘大爷对家乡充满热爱。九
龙口湿地是天然形成的“瑰宝”，多年来，
该县坚持在开发中保护、在保护中开发，
扎实开展九龙口湿地保护行动，积极实施
湿地恢复工程，重点推进水系修复、水岸
恢复等项目建设，湿地生态环境面貌得到
了改善，知名度日益提升。

建湖县近年来一直坚持文化自信文
化复兴理念，以淮剧文化为突破口打造
淮剧小镇，旨在复兴淮剧文化，培养淮剧
人才，创新淮剧作品，提升淮剧文化魅
力。同时，建湖将以特色小镇建设为抓
手，重点做好特色产业、功能叠加、融合
发展、政策配套等四篇文章，发展壮大乡
村产业，统筹推进乡村建设，打造一个特
色鲜明、要素集聚、宜居宜业、富有活力
的特色小镇，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建湖有戏’城市品牌和九龙口系
列文创产品的对外发布，为淮剧小镇的
发展注入澎湃动力。”九龙口旅游度假区
党工委书记谢超云说，要认真学习贯彻
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突出5A景
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全域旅游示范区

“三区同创”，整合开发全县湿地、淮杂、
乡村等特色旅游资源，将原来一天的休
闲游提升至两天三晚的度假游和一周的
康养游，全力叫响“灵龙水乡、淮杂故里”
生态文旅品牌。

地区生产总值五年连跨 500 亿元、600 亿元两个百亿台
阶，跃居全国第 84位；5个镇连续两年进入全国千强、数量居
全市首位，跻身全国“投资潜力百强县”“科技创新百强县”；
创成国家园林城市、国家卫生县城，徐州“好人园”入园人数
全市第一；创新打造“线上诉求一平台+线下问需一张网+现
场服务一中心”“速来办”善治模式……回首五年奋进路，江
苏睢宁收获满满，“强富美高”新睢宁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交
出一份高质量发展的优秀答卷。

全面转型“破”“闯”并举

“十三五”以来，睢宁扭住“发展是第一要务”不动摇，立
足电商家居、纺织服饰、智能电器、食品及农副产品加工等传
统产业转型提质，构建生物医药、高端装备、集成电路与
ICT、航空航材与新材料等现代产业体系培育壮大，在守正创
新、“破”“闯”并举中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

“我们企业在高速发展过程中，园区给我们洽谈了‘园区
保’的金融服务，使我们企业快速建成投产。”徐州空港经济
开发区华芯云制造人事经理王善磊说。坐落在徐州空港经
济开发区的华芯云智造由云智造（江苏）半导体有限公司投
资建设，总投资 50亿元，可实现年产各类芯片 50亿颗，利税
5亿元。

“破”，是为了制定新目标、提振新精神、实现新跨越。聚
焦“工业立县、产业强县”，围绕年度“100 个重大签约项目、
100 个竣工项目、100 个新增规上工业企业、100 亿工业投
资、100 亿新增工业开票收入”的“五百”目标，努力做大经济
规模、做强经济实力。到 2025 年，地区生产总值冲刺千亿
元，工业应税销售收入超千亿元，税收收入（全口径）超百亿
元，奋力跻身全国百强，力争实现撤县建市。

“闯”，是为了探出一条新路子、干成一番新事业、开出一
片新天地。用“非常之功”做强产业链，推行产业“链长制”，
深化产业补链、延链、强链，力争全年主导产业规模突破
260 亿元。构建市场化、专业化、链条化招商新机制，精准开
展产业链、“填空”式招商，2021 年力争新签约亿元以上项
目 70 个、10 亿元以上项目 10 个、50亿元以上项目 5 个。

全域美丽 厚植绿色底色

厚植全面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县建设的绿色底色和质量
成色。电商家居产业向集约、创新、合作转变，纺织服饰产业
打造“纺纱—织造—染整—服饰”全产业链，生物医药产业加
快建成现代生物医药产业综合体，集成电路与 ICT产业加快
推动高端芯片产业化，高端装备产业推动形成“关键零部件
—系统总成—整机装配”产业体系。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
化、绿色化，加快打造电商家居千亿级产业、纺织服饰五百亿
级产业、智能制造等一批百亿级产业，到 2025 年，全县高新
技术企业突破 200家。

睢宁经济开发区经发局副局长张明表示，今年以来睢宁
经济开发区大力实施“技改升级扩能提质工程”，让一批“传
统企业”有了新发展、新变化。推进设备换新、生产换线、机
器换人等，共实施技改项目 10 余个，其中江苏汉药、奇力机
械等项目已投产运营，星星、天虹、五药等项目，设备已陆续
进场安装调试，这些项目全部竣工投产后，创税将突破 8 千
万元。

以“农业大花园、农村大公园、农民大乐园”建设推进乡
村振兴。完善“速来办”服务企业帮办代办工作机制，实施

“最多找一人+最多跑一次”集成改革，全面打造区域最优营
商环境高地。持续开展“才聚睢宁”活动、“双百人才引育工
程”，“十四五”末全县人才总量达到 19万人以上。

表里兼修 城乡更美好

全民富裕，是目标，是结果，是终极追求。突出“产城融合、景城一体”，在
践行公园理念中高水平打造城镇体系。做大一个主城区，建成苏北领先的现
代化中等城市。做强两个节点城市，双沟、沙集要围绕打造“徐宿一体化经济
带重要节点城市”目标，推动功能互补、内外协同发展。做美全域特色镇，因地
制宜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加快培育一批有活力、有魅力的特色小镇。

聚焦“沟沟清、厕厕洁、户户通、村村亮、庄庄绿、家家净、人人乐”目标，实
现“1年厕洁、2年村亮、3年沟清户通”。建立健全“百企联百村”、强村富民帮
促行动等脱贫成效提升机制，以“充分就业村（社区）”创建为抓手，确保“人人
有活干、家家有钱赚”。大力推广“官山秸秆收储”“双沟农业社会化服务”“邱
集一村一品”等集体增收模式，提升集体资产“造血能力”。所有村集体经营性
收入全部超过 50万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 3万元。

以“文明新风尚十条”为引领，着力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引
导全县上下争做睢宁好人、争树睢宁情怀、争讲睢宁骄傲、争得睢宁底气。到
2023年，创成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市。

大力实施名特优教师发展“1135 工程”，利用五年时间，培育 10 名省特级
或正高级教师、100名市级名师、300名县级名师和 500名校级教学能手，新增
中小学教师不少于 4000人。

推进医养康养融合发展，大力推行“卫生院托管敬老院”养老模式，全面推
广长期照护保险。推动县人民医院、县中医院创成三级乙等医院，创成 4家省
级农村区域性医疗卫生中心。

睢宁在变，一个“全面转型、全域美丽、全民富裕”的新睢宁正意气风发奋
进新时代、奋斗新征程！ （顾士刚）

□ 忽 艳 本报记者 魏 静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中国是美
食大国，每个城市都有它的美食符号。
浙江安吉美食由来已久，2013年央视美
食纪录片《味道》、2015 年的《味·道》、
2018年央视网的《四季味道》等栏目都
曾在安吉多个乡镇进行过报道，竹笋、腌
菜腌蛋等腌制食品以及河鲜、田螺、船头
鱼等应季的安吉味道均被镜头一一记
录。

今年以来，安吉县文体旅游局积极
贯彻落实省厅“诗画浙江 百县千碗”工
程精神，深入挖掘地方文化传承、名人传
说、风土人情、非遗文化，评选出一系列
独具竹乡特色的“中国百笋宴 安吉好味
道”地方特色菜系。

“安吉好味道”擦亮金名片

据记者了解，“诗画浙江·百县千碗”
是浙江省大花园建设“五养”工程的重要
内容，已上升为省政府重点打造的一项
品牌工程，旨在传承美食文化，打造旅游
美食品牌。安吉味道是了解安吉传统文

化最好的窗口。“梅溪特色美食是今年
‘安吉好味道’致力打造的子品牌。”安吉
县文体旅游局行管科科长喻瑶介绍，“安
吉好味道”如今是安吉县一张美食金名
片。作为旅游大县，近年来，该县不断擦
亮美食品牌，尤其是从去年开始，借助

“诗画浙江·百县千碗”工作，传承美食文
化，讲好美食故事。“今年，‘安吉好味道’
品牌将持续擦亮，我们也有新动作。”喻
瑶表示，安吉今年将会从提升文化内涵、
做好技术传承、强化标准引领等方面入
手，把“百县千碗”工作做出特色和水平。

“百县千碗之安吉好味道”菜品以“百笋
宴”品牌为载体，从笋菜、非遗小吃、乡村
名菜中海选，经专家评审，确定一桌有故
事的文化菜系。据了解，“净土禅滋味”
食材选自国家级度假区灵峰街道“蔬香
大地”原生态蔬菜种植区，临近千年古刹
净土灵峰寺，常年梵音袅袅，菜肴口感脆
嫩。“浮玉白茶虾”出自“浮玉有嘉木，香
飘十万里”，安吉是白茶原产地，用白茶
配以西苕溪清水虾，一红一绿，一清香一
滑嫩，相得益彰。“古城孝子饼”“绿水青
山颂”“三国武将鸭”“天赋渔家情”等菜
品都蕴含着竹乡地方文化内涵，品味佳

肴也成了品味地方文化。

研发新菜品 打造地方特色美食

不仅是美食，所有文化的创新都应
基于传统，与时俱进，只有这样，才能在
相互激荡的文化碰撞中，愈加强盛。“安
吉是中国第一竹乡，早在前些年，‘百笋
宴’就已成为当地一张美食名片，从传统
的咸肉炖笋、雪菜烧笋等十几种普通做
法，衍生出如今的素鲍鱼、笋网虾球等
200多道菜式。”县旅游协会烹饪分会相
关负责人说，安吉是山区县，山珍、土味
以及各类野菜、有机时蔬也是一大特色，
所以除了“百笋宴”，还能做出很多地道
美食。翠竹报平安、孟宗辣味笋、古鄣四
季春……这些美食是该县努力研发的

“安吉一桌菜”中的新品菜肴。为推广
“安吉好味道”地方特色菜品，打造“安吉
好味道”IP，让更多的游客追寻着“安吉
好味道”走进安吉，县文体旅游局每年出
资50万元专项资金，举办“安吉好味道”
厨神争霸赛、“年味在安吉”“千人村宴”
等营销活动，让游客品味美食、体验美食
制作、探访食材产地，让游客从“吃”中认
识安吉。

“安吉新三宝、绿水青山颂等，虽没
有历史典故，但安吉元素很明显。”喻瑶
介绍，“安吉新三宝”是石蛙、石笋干、石
耳，石蛙是县山区山珍之一，用安吉石笋
干和木耳等一起调味烹制，不仅营养丰
富，也有滋补强身的功效；“绿水青山
颂”，顾名思义，源于安吉是“两山”理念
诞生地，是一个时蔬菜肴。近年来，以灵
峰街道横山坞村为代表的一大批传统农
业蔬菜种植村大力发展休闲农业，走上
菜园变景区的康庄大道，“两山”理念提
升了老百姓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品牌引领 深挖菜肴文化内涵

“我们将以‘百县千碗之安吉好味

道’为总品牌，以‘中国百笋宴’为核心，
进一步健全菜品体系，打造安吉美食地
图、美食APP等，推出安吉美丽乡村宴、
安吉梅溪百鱼宴、孝子宴等子品牌，同时
梳理热菜、冷菜、点心等菜品，丰富‘安吉
好味道’菜品库。”该县文体旅游局党委
副书记、副局长罗福娣告诉记者，“同时
还将加强消费体验点建设，认定一批旗
舰店，把‘安吉好味道’菜品系列、非遗小
吃、特色面馆小店等纳入消费体验点，使

‘安吉好味道’可看、可吃、可玩、可体
验。”

“美食味美，美食背后蕴含的文化韵
味更值得咀嚼品味。对于外地游客来
说，一个地方的餐饮文化除了吃进口中
的美食，享受美食的文化内涵更能让人
口耳相传。”据罗福娣介绍，安吉历史文
化丰富，深入挖掘菜品美食蕴含的历史
典故、民间传说、神话寓言等，健全故事
展示，完善“安吉好味道”菜肴名称、故
事、照片等基础建设一直在做。同时，安
吉注重强化标准引领，推进品牌标准落
地，严把美食供货途径，开展“安吉好味
道”进校园、进机关、进景区、进企业、进
高速服务区等活动。

“深挖菜肴文化内涵，整理民间故
事，以故事传播美食文化，以美食文化增
加食趣。”罗福娣表示，在当下，“吃”不仅
仅是一日三餐，其文化已经超过了“吃”的
本身，获得了更为深刻的社会意义。中国
的饮食文化博大精深，饮食带来的不应该
只是味道的体验，更深刻的应该是从美食
中得到的传承。为让新一代的年轻人了
解“食”文化，通过实践爱上“食”文化，接
下来，安吉县还将做好厨师队伍的培养，
实行导师帮带制，培养一批新时代安吉菜
厨师，定期组织举办专业培训班、现场交
流座谈、外出考察学习等活动，加强菜品
讲解员培养，努力让每个旗舰店至少有一
名“讲得好”的讲解员，并加强学生队伍培
养和核心团队建设，真正让“安吉好味道”
后继有人、声名远扬。

江苏建湖：“淮剧小镇”为乡村振兴赋能

有故事 有文化 有特色的“安吉好味道”

睢
宁
睢
宁
：：
探
路
探
路
﹃﹃
强
富
美
高

强
富
美
高
﹄
，
﹄
，开
启
建
设
现
代
化
强
县
新
征
程

开
启
建
设
现
代
化
强
县
新
征
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