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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湖区有着灵山胜境、拈花湾、鼋头渚、无锡影都、
融创文旅城等一批精品文旅地标。近年来，滨湖区加大
重大项目的策划培育力度，为当地旅游不断注入新内
涵、新活力。

高质量发展，规划先行。全域旅游是把一个区域作
为旅游目的地，为游客提供全过程、全时空的旅游体
验。去年年底《中共无锡市滨湖区委关于制定滨湖区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出炉，深
化完善区域旅游空间布局规划，构建以蠡湖湾、马山岛、
山水城、运河湾为主体的“一核两翼一纽带”功能互补、
联动发展新格局。以蠡湖湾为核心，加快打造引领全区
域、辐射长三角的高品质城市休闲商业中心和旅游集散
中心；以马山岛和山水城为两翼，加快旅游资源整合和
产品创新，打造具有鲜明江南山水人文特征和丰富特色
体验的旅游度假胜地；以大运河滨湖段为纽带，协同推
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和运河湾项目开发，构建联通内
外、贯通古今的旅游新门户。

“发展全域旅游，不仅可以更好推动文旅融合、城乡
融合、产业融合，还能为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转换动
能、优化升级提供新引擎。”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
说，“从旅游体验到产城融合，无锡的全域旅游格局正在
被打开。”在滨湖，通过全产业融合，全域旅游作为地区
经济社会发展转换动能、优化升级的新引擎新动力，为
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

旅游+文化。旅游为载体，深入挖掘太湖山水文
化、吴文化、工商文化等文化符号。为保留整体街巷格
局、民居风貌、生活气息，充分体现荣巷历史街区以荣氏
家族为主要代表的三大文化主题：善文化、住文化、商文
化，古镇投资 800余万元进行新一轮改造，并引入专业
招商团队，引进总部商业企业，在商业中做产业，盘活现
有资源，推进展陈、宣教、旅游文创开发，构建传承创新、
开放包容的历史文化空间展示体系。除此之外，还在打
造阖闾城遗址博物馆、荣巷古镇等文旅项目，连续17年
举办“太湖山水文化旅游节”和“文化滨湖”等系列活动，
连续4年举办“太湖影视峰会”，连续2年承办“江南文脉
论坛”。

旅游+体育。每年樱花烂漫之时，全国跑友都会来无
锡赴一场马拉松之约，举办了8年锡马，已经成为闪亮的
城市名片，而以环太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环蠡湖国际半
程马拉松赛、环太湖国际帆船拉力赛、无锡马拉松等品牌
体育赛事为载体，蠡湖畔越发生机勃勃、活力四射。

旅游+影视。年轻人来到无锡，必去无锡影都打卡，

影视剧、综艺的拍摄和制作，这里汇聚了大量的明星，江
苏首批特色小镇（“太湖影视小镇”）、“国家4A级景区”，
2019年获批“江苏省电影产业创新实验区”“江苏省版权
贸易基地”“江苏省影视游戏版权贸易（无锡）基地”，围绕

“数字影视科技”布局谋篇，以数字影视为龙头，大力发展
数字文化和旅游产业，实现旅游、影视深度融合。

旅游+康养。利用湿地、山水、禅意圣地等优势条
件，开发禅艺旅游项目，借力药明康德等国际知名药企，
打造马山康养小镇、“大拈花湾”等项目，走出了一条滨湖
独有的禅修康养、健康旅游品牌化发展之路。

围绕打造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目
标，滨湖区大力推进以游客满意为导向
的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为广大市民
游客提供美好的旅游体验。“坐着地铁就
到融创乐园了，不用考虑停车的事儿，很
方便。”游客小颖告诉记者，今年五一期
间，她带着从上海来的朋友，从鼋头渚到
拈花湾，从雪浪山卡丁车俱乐部到融创
文旅城，3天深度游，交通接驳毫无压
力。记者了解到，这得益于滨湖大力推
进的“快进慢游”。“乐游无锡”旅游专线，
连接区内重要景区景点及地铁站口，重要
旅游时节承担景区周边免费短驳功能。
通过全域旅游服务（指挥）中心和滨湖旅
游服务线上“总入口”，游客还能获得景区
的实时大数据，完成旅游咨询、旅游体验、
文创欣赏、应急求助等多种服务。

滨湖区旅游资源丰富，有以鼋头渚景
区为代表的太湖观光游，以灵山、拈花湾景
区为代表的禅意研学游，以蠡园、梅园景区
为代表的江南园林游，也有以三国水浒城
为代表的影视文化游，以融创文旅城为代
表的休闲度假游等等。以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为主线，滨湖区在不断打造优势产业，壮
大市场主体，创新拓展旅游产品线路：

不断打造新地标，在这里可以尝鲜
新的旅游体验。通过财政奖补引导、用
地优先保障等政策激励，引导社会资本
投入，推进重大项目建设。2019年，占地
1200多亩，总投资400亿的融创文旅城项
目盛大开业，汇聚融创乐园、水世界、雪
世界、海世界、太湖秀城、融创茂、酒店
群、酒吧街8大业态，集度假、旅游、文化、
商业等多项内容于一体，打造出一个全
业态、全天候、全客群、全方位一体的综

合休闲度假目的地。
不断推出新产品，传统景区也有新

玩法。“太湖第一名胜”鼋头渚，从传统观
光园林升级为国内三大赏樱胜地之一。
拈花小镇的出现，使灵山胜境升级为参
佛悟禅的心灵度假目的地。作为全国首
批 5A级景区，“一部经典一座城”，三国
水浒文化历久弥新。拈花湾夜游禅行、
影都 5D灯光秀、鼋头渚夜樱等传统优势
旅游产品不断推陈出新。

不断创造新亮点，游娱购等旅游需
求能在这里一站式实现。持续推出禅意
素食、太湖湖鲜、马山十鲜等餐饮特色品
牌；拈花湾客栈、山居一聚等住宿业态从
文化酒店到特色民宿一应俱全；从伴手
礼、纪念品到食品饮料，“滨滨游礼”文创
产品逐步打响名头。

“全域旅游搞得好不好最后还是游
客说了算，我们不能自说自话，要把游客
的满意度作为检验我们全域旅游创建有
没有达标达效的标准。”滨湖区文体旅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阶段，还将启动荣
巷古镇新一轮街区改造，加快阖闾城大遗
址公园建设，推进展陈、宣教、旅游文创开
发，构建传承创新、开放包容的历史文化空
间展示体系。深入研究南泉古镇、葛埭古
村等地区的发展路径，创新开发模式，鼓励
社会资本参与，打造文、商、旅、居共赢共生
的可持续发展样板。结合公共文化服务设
施规划建设，策划设计一批具有独特魅力
的区域文化地标。鼓励社会机构利用老厂
房、历史建筑建设开发运营文商旅综合体
和文创街区园区，构建开放包容、创新创
造、活力时尚的滨湖现代文化标识。

（来源：无锡日报）

外依太湖、内拥蠡湖，全域旅游

之于无锡市滨湖区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108公里的湖岸线上汇聚了1个国家级旅

游度假区、1个省级旅游度假区，3个5A级

景区，5个4A级景区，1个大型主题乐园，2

个省级特色小镇，2个国家城市湿地公园，

一直以来都是长三角地区久负盛名的旅

游资源富集区。面向“十四五”，滨湖区将

围绕提升文体服务和产业发展水平，

完善全域旅游空间格局等多方面

发力，持续打造精品文旅地标。

多 点 突 破 全域旅游纵深推进

完 善 服 务 旅游体验全面升级

打 造“样 本”实现水质、景观双提升

国家超算中心。

无锡国家数字电影产业园影视制作区全景。

蠡湖风光。

百米高喷沿线。

灵山。

药明生物。

马山岛风光马山岛风光。。

立夏过后，家住胡埭富安社区的黄
老伯早晚都要到小胡山浜走上一圈。小
胡山浜——这条无锡市首批群众最喜爱
的生态样板河道，不仅“颜值”高，人气也
很旺。胡埭治水有个特点，就是将河道
治理与乡邦文化融合到一起，在治水规
划前期就把环境设计嵌入：小胡山浜岸
边的治水文化长廊充满诗意，上山新河
岸边体现状元文化、吴歌吴文化，富安新
河岸边则展示红色精神、红色人物、红色
故事等……超前谋划、精雕细琢，是滨湖
的治水理念，更是滨湖打造高品质美丽
湖湾区的要义所在。

沿岸绿意盎然，移步处处成景……
这样怡人的水域美景，以后还会越来越
多。“今年，全区力争实现 10个国省考断
面达标率 100%；地表水省考以上断面达
到或优于Ⅲ类水质比例稳定达到 80%以
上；全面消除劣Ⅴ类。”滨湖生态环境局
相关负责人介绍，早在年初，滨湖就已在
无锡市率先制定“十四五”期间水环境治
理高质量发展规划，并结合“专家库”意
见，编制梁溪河流域水质提升三年行动
方案。

一河一景，就是一幅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画卷。今年，滨湖区将继续提高
标准抓好“美丽河湖”建设，打造全域水
景观。“除开展‘红黑榜’常态化督办督
查，推动专项整治行动落地，我们还会精
心打造一批特色鲜明的美丽河湖治理样
本。”据了解，2021年，滨湖区计划投入
3.14亿元，在“美丽河湖”建设中重点推进

渔港公园、直湖港景观带、环山河风光带
等景观河湖示范工程，集中精力精心打
造40条“美丽河湖”样本，实现水质、景观
双提升。结合每条河色系、文化等元素，
滨湖将重点打造7条生态景观河道、一批
都市休闲河道和融合党建红色基因的典
范河道，努力形成“水地标”，让“美丽环
境”给予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触手可及的
幸福感。

发展全域旅游，倒逼出城乡资源转
型发展新思路。滨湖区启动了“优美环
境示范区”建设，实施自然村提升改造三
年行动，从城市的天际线，到乡间的多色
彩，将好山、好水、好风光融入城市、服务
城市，让群众既能看得见山水、又能走得
进风景。从偏远乡村变为民宿名村，马
山乡村在迈向小康的路上走出了自己的
特色。十多年以前，外面没有多少人知
道“和平”或古竹，当时村子环境一般，房
屋也老。2012年开始，马山以创建“最美
山村”为契机，全面整治乡村环境。2015
年，有了环境面貌提升的底气，社区开始
发展乡村旅游，不少村民开始把自家房
子进行改造，发展民宿。如今，马山拥有
民宿 230家，房间 2000间，总投资超 2亿
元。数量增长的同时，民宿品质也在不
断提升。从最初在民房基础上的简单装
修，到邀请专业公司带来风格各异的设
计，民宿的用心得到了市场的良好反馈，
仅和平全村民宿年收入就达到 600多万
元，每户农副产品年均增收3000元，带动
相关就业100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