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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产业的勃兴，最终指向人的回

归与乡村的重生。而佛山撬开城乡互

融大门的密钥，正深藏于文化IP的塑造

巧思之中。

每逢端午，佛山南海叠滘河道沸腾

如鼎，龙船在狭窄水道中漂移激荡，海

内外游客为之屏息喝彩。

今年，更大胆创新，将叠滘传统龙

船赛事升级为“叠滘龙船漂移季”，构

建起“龙船+经济业态”的立体发展模

式，瞬间点燃经济引擎，释放出巨大的

消费潜力。

赛事期间，千灯湖活水公园等十大

城市商圈变身“第二现场”，赛事直播与

城市消费深度交融，端午假期便强势拉

动消费3.45亿元。

这股强劲的文化浪潮，不仅激荡着

城市的繁华，更反哺着乡村发展。叠滘

村居凭借赛事热度，催生出网红餐厅、

文创店铺等新业态。

曾经破旧的龙船里创意园，如今已

华丽变身为综合商业体，超六成的商户

入驻率和餐饮店火爆的客流，生动展现

了集体经济转型的蝶变故事。

目光转向高明苏村，21米高的“龙

柱”屹立村头，开运鲤等7种文化形象化

作建筑鳞片，在街巷间勾勒出灵动的鱼

群游弋图景。

当地精心雕琢“转运锦鲤”文化符

号，让昔日沉寂的渔村摇身一变，成为

生机勃勃的“锦鲤文化街区”。

而城乡互动要保持长久活力，机制

创新是关键。当地率先探索“整村运

营”新模式，与街道公有企业合资成立

苏荷文旅公司，国企选派“乡村CEO”

驻村统筹，对房屋土地统一收储、管理、

招商与运营，同时为村民创造大量就地

就业岗位，有效破解了乡村产业化“造

血不足”的难题。

依托这一创新模式，“转运锦鲤文

化街区”成功引入国潮文创、时尚旅

拍、休闲清吧等多元业态，打造出“吃

小食、赏锦鲤、买文创、看烟花”的全链

条消费场景。

苏村还立足“锦鲤文化”，前瞻布局

研学基地、渔人渔市码头等项目，补齐

渔业全链条，实现文旅反哺、三产深度

融合的可持续发展。

当许多地方还在复制“古镇+商业

街”的模板时，佛山已用差异化策略，破

解“千村一面”困局，实现文旅赋能下的

城乡共生共荣。

以九江镇璜矶社区为例，这里依托

“鹭鸟天堂”的生态宝库与龙舟世界冠

军摇篮的文化底蕴，匠心打造“龙腾鹭

影”文旅IP。通过农房风貌改造提升、

开发“鹭鸟天堂探秘”水道游线、规划慢

游路线与龙舟体育公园、融入“南海龙

超”赛事、深化研学项目等一系列举措，

璜矶将生态资源、文化传承与产业发展

有机融合，塑造出独具魅力的“休闲旅

游型”典型村名片。

……

漫步佛山的山水之间，你会看到：

城市的繁华与乡村的静谧交相辉映，文

化的传承与创新活力相得益彰。

这或许就是佛山在推进广东省城

乡区域协调发展改革创新实验区建设

的历史进程中，以文旅融合赋能“百千

万工程”交出的答卷：不将山水封存在

画框里，而让巷弄炊烟、渔火桨声与城

乡脉络共生共荣。

弘扬敢饮头啖汤精神 建设改革创新实验区

文旅点金 重塑城乡价值多彩佛山

策划/吴礼晖、赵宗祥 执行策划/于祥华
采写/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卢丽华

叠滘河道上，龙船漂移的呐喊点燃人潮，沿岸商铺咖啡飘香，临

水小店迎来4年最旺端午；岭南古村，青石板路游人摩肩接踵，非遗

工坊门扉频启；更有年轻人手持数字地图或相机，穿梭深巷老屋，将

城市“彩蛋”悄然收进行囊与镜头……

这正是佛山在“百千万工程”引领下，以文旅为“金线”穿珠引线

的生动实践：它深入城乡肌理，精巧串联散落古韵、唤醒沉睡遗存、焕

新民俗风情，并为其注入时代价值与市场磁力。由此激活的，远非单

一产业的繁荣，更是一个要素自由奔涌、产业深度互哺的“城乡活力

共生体”。

佛山文旅搭台、经济唱戏，摒弃了浮于表面的“造节”与同质复刻，

而是以改革锐气精雕细琢一场深刻的“价值再创造”。作为广东唯一

的省级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改革创新实验区，佛山实践的标杆意义，在

于为破解城乡区域协调发展难题提供了一个充满活力的实践范本。

佛山所淬炼的“价值炼金术”，贡献了具有普适性的方法论精髓：

城乡协同发展的密钥，深植于区域自然、文化、产业资源的独特价值，

蕴含于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与融合，更彰显于构建城乡要素双向赋能、

彼此成就的共生逻辑。

正是文旅项目的深度嵌入，激活了佛山乡村沉睡的土地、文化与

生态价值。游客潮涌不仅带来消费热力，更实质牵引资本流、人才流

向乡镇汇聚。人们追寻的“诗与远方”，由此切实转化为村民“口袋鼓

起来、生活美起来”的增收实景，生动诠释了城乡融合的共赢本质。

佛山文旅的突围，是一场基于顶层

设计革新的精彩蝶变。

“四山两江”文旅精品区的布局，更

是其中关键的战略落点，为佛山文旅的

未来发展勾勒出了清晰方向。

今年初，佛山市委全会提出，实施

文旅“串珠成链”工程，构建“四山两江”

旅游示范带，打造佛山文旅城市IP。这

一决策，释放出佛山以空前力度发展文

旅产业的强烈信号。

紧接着，佛山市高质量发展大会进

一步明确，要加快构建“四山两江”文旅

精品区，塑造佛山文旅城市超级IP，把

文旅产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

从顶层设计的战略擘画，到具体路

径的精准规划，佛山对文旅产业的重视

层层递进，步步深化。

在此背景下，5月30日，佛山高规

格召开“四山两江”文旅生态大会。

这场大会发布了《佛山市建设“四

山两江”文旅精品区行动方案（2025—

2027年）》，锚定3年目标：将“四山两

江”文旅精品区打造成为全市农文商旅

融合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全市文旅赋能

“百千万工程”发展典型区、广东省山水

都市休闲旅游创新示范区；同时，要打

响“山水佛山 文武双全”城市IP，2027

年，拉动全市客流量突破7000万人次，

旅游总收入突破750亿元。

这一系列清晰的目标设定，标志着

佛山文旅产业发展迈入全新阶段，一幅

宏伟的文旅发展蓝图正徐徐展开。

从发展理念看，“四山两江”文旅精

品区是佛山破解文旅发展困局的关键

之举。面对资源分散、缺乏统筹的痛

点，佛山以“全域文旅”思维打破行政壁

垒，将分散的景点串珠成链，推动从“单

点景区”向“超级目的地”跃升。这一前

瞻性布局既顺应文旅融合大势，又契合

游客深度体验需求，为文旅产业长远发

展筑牢根基。

从实践成果看，环西樵山片区创建省

级旅游度假区、顺德欢乐海岸PLUS与顺

峰山公园一体化升级等项目，已率先为

“四山两江”文旅精品区建设打开局面。

其中，西樵山作为佛山首个免票的5A级

景区，自2024年10月1日起摒弃“门票经

济”，开创广东四大名山免票先例。

免票政策撕开流量缺口后，西樵山

迅速构建沉浸式体验矩阵：推出飞越丛

林、观光索道等游玩项目，打造高端酒

店集群，引入多元商业品牌，实现“山上

山下”联动开发，精准锚定年轻客群。

同时，景区串联周边的松塘村、渔

耕粤韵文化旅游园、广东千古情景区，

形成“文化体验-生态研学-艺术沉浸”

黄金闭环，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完成从

引流入口到消费引擎的蝶变。这印证

了佛山文旅“以短期让利换取长期发

展”的突围智慧。

千米高空之上，自转旋翼机掠过南

丹山景区层林，乘客俯瞰万亩智慧农业园

的阡陌纵横。一场低空飞行之旅，成为佛

山产业融合版图中跃动的鲜活标点。

在三水区南山镇，艾美拉飞行俱乐

部不仅是飞行爱好者的训练基地，更成

为游客探秘南丹山的“空中观景台”。

试业仅半年，这里已吸引超5万人次游

客前来打卡，上百个团队解锁低空飞行

的新奇体验。

“丽致展翼，南海凌云”佛山载人航

空旅游项目的城市中轴低空观光航线

也已开通，3条特色线路，让乘客在空中

俯瞰千灯湖的秀丽、佛山新城的繁华，

甚至能一路直抵广州塔。

“低空+文旅”的跨界实验，正为佛

山产业DNA注入全新编码。

作为制造业大市与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佛山的制造业与文旅产业不是独立

的标签，而是彼此赋能、共生共荣的有机

生命体。“佛山制造”的产业基因融入文

旅肌理，催生出独特的产业竞争力。

这种有机融合绝非简单叠加。在

美的透明工厂，机械臂作业的工业美学

与智能家居体验构成文旅场景；南海氢

能游船以“光伏+氢能+电能”的光氢电

混动系统串联水乡景观，让绿色制造技

术成为文旅体验内核；美陶湾·柒号陶

仓将老厂房改造为文化创意园区，使工

业遗产转化为可触摸的文化消费场景。

从生产端到消费端的价值穿透，

让“有家就有佛山造”不再仅仅是产业

口号，更升华为具有吸引力的工业旅游

品牌。

随着市场规模扩大，佛山文旅正经

历从物理体验到数字重构的转型，数字

技术成为强力引擎。

长期探索和实践下，佛山数字文旅

呈现三重创新：一是通过VR等技术打

造沉浸式体验；二是依托“佛趣游”平台

智能算法生成个性化路线，提升服务效

率；三是布局微短剧等新赛道，强化城

市传播媒介，配套扶持政策，推动“以剧

带游”火热。

产业边界消融处，正是新质生产力

破土之地。

在佛山，“制造基底+文旅表达”的

融合模式，既让文旅产业获得技术硬核

支撑，也使制造业实现从“产品输出”到

“情感共鸣”的价值跃升，最终凝聚成独

特的产业气质。

全域激活 编织文旅新图景 产业融合 催生新质生产力

城乡共生 打造差异化品牌

6月16日，叠滘龙船漂移大赛茶基赛区（C湾）
上演精彩比拼。/佛山传媒影像俱乐部李斯璟摄

高明苏村锦鲤文化街区。/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洪海摄

此外，还将播出十集特别节目《烽火战

歌》，电影频道7月起推出“铭记历史·缅

怀先烈”主题电影展播，将陆续安排《地

道战》《平原游击队》《八女投江》等近百

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风格的国产抗战

影片展映。

举办抗战胜利80周年主题展览是

纪念活动中的一项重要安排。

自7月7日开始，“为了民族解放与

世界和平——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主题展

览”将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

办。7月8日起面向社会公众开放，7月

中旬前组织部分专场参观活动，其他时

间除每周一例行闭馆外，全部面向社会

公众开放。这次主题展览以“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为主题，

共分为八个部分，展览面积1.22万平方

米，展出照片1525张、文物3237件，并

特别设立了“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深切缅

怀抗战英烈”专区。主题展览将作为基

本陈列长期展出。

本次主题展览将中国共产党的中

流砥柱作用作为主线贯穿始终。中华

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最早发布

的《对日战争宣言》、赵一曼从被捕到英

勇就义的详细档案、洛川会议的会议记

录、多种版本的《论持久战》、中国共产

党力促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文电等一

大批历史影像、文物实物、文献档案等

将亮相展览。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馆长罗

存康介绍，本次展览重点凸显中国战场

的东方主战场地位，通过设置大型主题

视频、中国抗战巨型照片墙、中国支援

盟军作战景观等展项，展现了东方主战

场的重要作用和地位。注重将展览各

部分的内容置于国际视野中，突出反映

中国抗战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

序幕，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

主战场，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

了重大贡献。

讲述抗战故事 弘扬抗战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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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区这一年系列述评（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