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无锡

要闻 编辑 顾潜
视觉 俞洋 组版 周宾

2020年9月6日 星期日

02

值班编委 范式 1版编辑 卢晶 81853571 1版视觉 俞洋 1版组版 周宾

本报讯 昨天，作
为运博会的重磅论坛之
一，“创新文旅生态 链
接美好生活”第二届大
运河城市文旅消费论坛
在锡举行（下图）。省文
旅厅副厅长经圣贤、副
市长周常青出席论坛。

本次论坛上，省文
旅厅、新华报业传媒集
团，联合美团点评、中
国电信江苏分公司以
及大运河沿线城市代
表，共同发起成立了大
运河城市智慧文旅消费
联盟，并发表了宣言。
联盟的成立标志着大运
河沿线城市文旅产业迎
来了深度的互动、共振
和协作。论坛组委会还
推出了《2019江苏大运
河文旅消费白皮书及
2020趋势报告》，在疫
情后首次对江苏大运河
文旅消费情况进行回顾
与发布。

论坛现场，组委会
公布了2020年度“消费
者最青睐的江苏文旅融
合标杆项目”、“消费者最
青睐的江苏运河名镇”
评选结果并进行颁奖。
其中，今夜“梁”宵——
无锡夜市一条街项目、
无锡玉祁“云上民俗 运
河之美”项目荣获“消费
者最青睐的江苏文旅融
合标杆项目”，无锡荡口
古镇荣获“消费者最青
睐的江苏运河名镇”。
（陈菁菁 文/宗晓东 摄）

本报讯 近日，山西临汾饭店
坍塌事件，再次给我市既有建筑安
全管理敲响了警钟。记者昨从市住
建部门获悉，我市近日印发了《关于
进一步加强我市既有建筑安全管理
工作的通知》，《通知》从安全责任界
定、改扩建监管、隐患排查、监管和
解危等方面明晰了既有建筑安全管
理相关规定，给目前正在全市开展
的危旧房屋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提
供了政策依据。

权责清晰的安全责任界定将从
源头杜绝建筑安全隐患。“所有人的
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的指导督促责
任、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责任将‘三
责明确’。”《通知》明确要求建立“网
格化”管理模式，责任主体“进网定
责”。市住建局住宅产业发展处负
责人介绍，此次明确了相关责任人
惩治措施，对于排查过程中发现的
非法建设、违规改造、擅自改变建筑
用途等行为，将对责任人依法给予
行政处罚并实施信用联合惩戒。

将既有建筑纳入“全寿命”周期
管理，安全隐患将被制止在监管过
程中。《通知》强调，加强全市既有建
筑从建成交付、使用维护到报废拆
除“全寿命”周期的安全管理。该负
责人解读说，下一步将按照《通知》
要求，对全市房屋安全情况摸排结
果进行分类，建立数据库，对排查出
的危房，重点监管、加强巡查，建立

应急救援机制，并通过征收拆迁、棚
户区改造、异地安置、维修加固、原
地翻建等途径解危。

据统计，建筑安全事故7成以
上由擅自拆改建筑结构、变更使用
功能引起。《通知》明确了装修拆改
细则，严禁违规拆改建筑主要承重
构件，健全装饰装修登记制度，在办
理装修登记时，责任人须承诺不进
行主体结构拆改，相关部门要加大
巡查及查处力度，对违法违规情节
严重的，将移交有关部门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探索创新监管模式也是《通知》
提出的具体要求。锡山区和梁溪区
在省内率先引进第三方机构，对辖
区内危旧房实施“保险+服务”的监
管模式，今年又有三个乡镇将农宅、
卫生院、医院、学校等纳入服务范
围，由第三方保险公司资金托底对
危旧房实施监管、维修等，实现监管
良性运转。

据悉，从今年3月中旬起，我市
已开始对全市危旧住房开展“见底
彻底”摸排整治，列出可能出现群死
群伤及其他重大恶劣后果的房屋安
全“隐患清单”，提出防范措施和整
改期限。截至目前，全市共排查出
存在安全隐患的房屋1288幢、面积
101.9万平方米，对这些危旧房屋建
档立案、登记造册，并逐步纳入“全
寿命”周期安全管理。 （孙倩茹）

全市既有建筑安全监管再紧“发条”

危旧隐患房屋纳入
“全寿命”周期管理

疫情防控常态化，江苏大运
河文旅消费市场能否重拾信心？
未来文旅消费走向如何？文旅融
合发展需要什么样的对策？昨
天，第二届大运河城市文旅消费
论坛上，组委会推出《2019江苏大
运河文旅消费白皮书及2020趋
势报告》。《白皮书》显示，自7月
14日文旅部宣布恢复放开跨省团
队游以来，人们向往的旅游休闲
生活渐渐“回归”。

■“江苏人游江苏”
势头强劲

《白皮书》显示，虽然受到疫
情影响，但上半年江苏居民在访
客和景区游客两种数据口径下，
均表现出较快恢复态势和较高积
极性。

“江苏居民出游旺盛，‘江苏
人游江苏’势头强劲。”南京师范
大学教授靳诚介绍，5-6月江苏
景区接待省内游客已恢复到去年
同期的九成左右。尽管2020年
上半年景区游客量锐减，但随着
国内疫情的好转，景区的游客量
从3月份开始逐步回升到同期七
成，省外游客恢复到五成左右。

为进一步跟踪旅游业的恢复
情况，《白皮书》提出了文旅消费
恢复度指数。以游客数量来看，3
月，江苏文旅消费恢复度指数从
0.33快速上升至0.64。随着国内
疫情的逐步控制，形势进一步好
转，2020年7月江苏文旅消费恢
复度指数为0.94，游客数量已经
基本恢复到去年同期，整体恢复
情况良好。

具体到相关行业，星级酒店
恢复度指数0.69。旅游景区恢复
度指数为0.49。总体来看，无锡
旅游景区恢复度指数平稳回升，
排名第一。

无锡通过在抖音、微信等新
媒体平台发布无锡旅游特色宣传
片，对无锡特色进行了宣传推广，

并在“5·19”中国旅游日开展了
“惠游无锡快乐e购”直播带货，通
过网红直播、局长带货、线上e购
等形式，吸引更多的网民关注无
锡旅游产品。

■“夜经济”集聚区
建设方兴未艾

“疫情带来了消费观念的变
化，高品质的消费始终是有市场
的。”美团点评集团副总裁陈荣凯
表示，夜间旅游的活力逐步恢复，
在美团上，全国夜间旅游项目的
访问量比上年增长80.4%，一些
城市夜游观光景区的访问量增长
了一倍多，“夜经济”更加活跃。

正如《白皮书》指出，2019-
2020年以“夜经济”为关键词在
全国报道量排行中，江苏省位居
第二，次于北京，高于上海。江苏
省“夜经济”的媒体关注度较高，
整体处于比较热门的状态。各地

“夜经济”品牌打造亮点纷呈，推
进“夜经济”文旅消费集聚区建设
方兴未艾。

更值得关注的是，“夜经济”
已从传统的逛街、饮食模式转型
为综合消费，文化体验成为夜间
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夜经济”
文旅消费也趋于年轻化、个性化。

以无锡为例，“太湖明珠 江南
盛地”所蕴含的城市形象及美誉
度，让无锡具有发展“夜经济”的品
牌基础，便捷的大交通让无锡“夜
经济”有了更大范围聚人气的“资
本”，南长街、拈花湾、融创茂等已
形成了各自的夜游特色。基于深
厚的本土文化和区域的独特资源
优势，无锡发展夜经济可以避免和
其他城市的同质化，并通过厚植优
势做大做强“夜经济”。

“好的夜市要不断推陈出新，
并深度挖掘文化IP。”江苏古运河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朱琳
在路演时表示，今夜“梁”宵——
无锡夜市一条街项目融合了无锡

运河文化，提升了市民游客夜购、
夜食、夜游、夜娱、夜秀、夜读等方
面的综合体验，把运河夜经济打
造成为无锡推动旅游业发展的特
色品牌之一。

■ 打造“大运河IP”
发挥品牌效应

新时代江苏大运河文旅消费
发展有哪些对策？《白皮书》指出，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阶段，要立足
文旅融合和全域旅游，加快建设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发挥大运
河文旅品牌效应。

大运河文旅融合发展如何
“落地”？上海哔哩哔哩科技有限
公司党委副书记、公共事务总监
朱承铭认为，应以“年轻化”思维
助力发展，通过消费内容升级，唤
醒人们内心深处对大运河文化的
喜爱和眷念。“比如打开B站搜索

‘大运河’或‘京杭运河’，有很多
UP主上传内容，包括图文、微视
频、纪录片，如果能把这些内容做
得打动人心，深层次讲解大运河
的历史文化底蕴，就会有效刺激
用户的出行欲望。”朱承铭说，B站
在动画、游戏方面拥有很多IP，这
些IP深受年轻人喜欢，如果这些
IP能够融入文旅项目，在大运河
沿线城市落地的话，对于年轻人
的吸引力是强大的。

在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
副院长向勇看来，大运河本身就
是IP，具有丰富无穷的历史和故
事，值得衍生出巨大的价值。“我
一直在思考长达2000多公里的
大运河如何真正形成一条文旅消
费带。”他说，大运河IP的开发运
营，是符号经济的重要载体，而符
号经济的展现方式是场景经济。

“场景经济的内涵在于多元叙事
的故事性，就是我们要有多种途
径讲故事、叙历史，把千百年来留
存的人们的喜怒哀乐融入进流淌
千年的运河。” （陈菁菁）

本报讯 “浩浩白水，鯈鯈之
鱼。君来召我，我将安居？国家未
定，从我焉如……”昨晚，原创大型
舞剧《千年运河》亮相第二届大运河
文化旅游博览会。在无锡市人民大
会堂，这场穿越千年演绎“运河传
奇”的舞剧惊艳亮相，给观众带来了
荡气回肠的观感体验。

舞剧《千年运河》讲述了春秋时
期开挖邗沟期间发生的一段悲欢离
合的动人故事，呈现了古代国家图
强、官民智慧、百姓坚忍协力凿河的

场景。现场看到，整部舞剧的舞台、
灯光、造型、编舞皆匠心独具。双人
舞唯美动情又扣人心弦；乐声时而
悠扬大气，时而悲壮磅礴；舞美灯光
营造出江南水土之秀美、运河开凿
之壮阔；跌宕起伏的剧情展示了百
姓众生的伟大，也蕴含着无数的艰
苦与牺牲。

“我这已经是看第二遍了，但还
是会被感动。”一位观众红着眼眶
说。她告诉记者，自己对大运河开
凿的一幕印象深刻，“整个场面非常

有气势，舞蹈演员们把劳工风吹日
晒的状态演得淋漓尽致”。据了解，
舞剧今年6月首次汇报演出后，又
进行了精细加工和结构微调，人物
个性刻画更加丰满生动，剧情也更
为流畅紧凑，更贴合运河主题。

一部舞剧的成功，离不开众多
演职人员背后的艰辛。无锡市歌舞
剧院院长葛丹绮透露，整部舞剧共
有 200多套服装、300多个灯具、
1000多件道具，“光运送舞美装置，
就用了6辆9.6米长的卡车”。为了

能让这部重大历史题材舞剧有更高
的艺术表达同时又更有“看头”，导
演汤成龙和执行导演耿子博这半年
来也是经常“泡”在排练厅，常常为
了一个细节反复修改。“作为运河儿
女，能够打造出一台大运河主题的
优秀舞台艺术精品责无旁贷。”葛丹
绮表示，因受广大观众欢迎，舞剧
《千年运河》在9月6日加演一场，
汤成龙也希望之后舞剧能有机会全
国巡演，把大运河历史文化传播得
更远、更广。 （陈菁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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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剧《千年运河》讲述传奇故事

本报讯 昨天，无锡报业千名
党报小记者在锡城六个区做起了爱
心卖报员，为千里之外的湖南省凤
凰县黄沙坪村小学两名老师过教师
节，做他们逐梦路上的助力者。

距离无锡1300多公里外的湖
南省凤凰县黄沙坪村小学仅有两名
老师。他们本已靠知识走出了大
山，却毅然回到了小山村任教，希望
让更多山里娃靠“书包翻身”。两位
老师带3个教学班共40个学生，因
人员、资源有限，教学任务十分艰
巨。今年暑期，无锡南外国王国际
学校部分学子在这所小学开展爱心
助学，带回了两位老师和学生的故
事，打动了很多锡城市民。在第36
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无锡日报报业
集团组织千名党报小记者开展六区
联动爱心卖报活动，所得爱心款用
于改善该小学的教育环境，做这两
名老师逐梦路上的助力者。

卖报活动前不少家长坦言已准
备自掏腰包，但孩子的表现十分亮
眼。不少市民听说是为了帮助贫困
地区的孩子，纷纷慷慨解囊。“我就是
在贫困地区长大，知道那里的学生需
要社会各界关心和帮助。”蔡先生说，

“这些小记者小小年纪就知道帮助他
人，真棒！”半小时内卖报份数多者可
获得本站“爱心卖报王”称号。惠山
站的“爱心卖报王”王礼吉不到30秒
就成功售出第一份报纸。经开站的
张展铭共售出18份报纸，获得71元
爱心款。新吴站“卖报王”是来自春
星小学的小记者邹奕晨。义卖前一

晚他就在思考卖报策略：“年轻的哥
哥姐姐更容易‘推销’成功。卖报时
要有礼貌，如果对方实在不想买也不
强求，抓紧时间找下一个‘客户’。”

爱心卖报活动获得了家长支持
和点赞。“我们希望孩子在实践中锻
炼沟通能力。今天的爱心卖报活动
上，孩子得到锻炼的同时还奉献了
爱心，一举两得。”小记者邓宇鑫的
妈妈如是说。除了爱心卖报，不少
小记者还捐出了闲置的文具用品和
书籍，其中还夹着亲手制作的手绘
卡，或写着鼓励的话或画上了笑脸、
太阳、爱心和花朵。

卖报结束后的爱心捐赠仪式
上，听完南外国王国际学校参加爱
心助教的学生分享了他们在当地的
所见所闻和助教故事后，小记者们
纷纷发问：“那里的孩子上学路远
吗？午饭吃什么？上体育课吗？”小
记者杨雨晴很关心当地孩子的生
活，希望此次爱心活动能让当地学
生的学习环境有所改善。南外国王
国际学校行政校长尤小艳坦言，尊
师重教是应当弘扬的社会风尚。在
锡城党报小记者的加入下，跨越千
里助力两位老师实现梦想的力量更
强大了。“我们在爱心助学期间倾听
了黄沙坪村小学两位老师的想法，
已于暑期改造了操场，学生有了专
门的体育活动场地。后续我们还将
持续为这所学校提供教学教辅物资
和课程资源，帮助学校建造一个小
厨房，让孩子们吃上热乎的午饭。”

（陈春贤、杨涵、徐婕妤）

千名党报小记者争做“爱心卖报王”
为扎根山村的教师过节，助力他们逐梦

本报讯 新建6座泵站、修砌
渠道近45公里……经过几个月的
施工，近日，徐舍镇佘圩村的一万
亩农田从原来的“零散化”迈向了

“高标准”，部分农田还承包给了种
田大户进行规模化种植。而像这
样的高标准农田，今年宜兴共新建
3.4万亩。据了解，今年，宜兴也是
无锡唯一一家承担高标准农田建
设的板块。

建设高标准农田，是抓好粮食
生产，确保粮食安全的重要前提。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到
今年年底全国要新建成高标准农
田8000万亩。其实早在2009年，
宜兴就已经先行先试，力争在全省
乃至全国做出示范。”宜兴市农业
农村局农田建设与现代农业管理
科沈笑一介绍。截至目前，宜兴共
有耕地79.57万亩，其中有高标准

农田67.2万亩。
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推进，有效

助推了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高标
准农田的建成，让各类现代农机和
农业技术成功运用，实现节省农药
化肥10%左右，节水50%左右，水
稻平均亩产从570公斤稳定提升到
了600公斤以上，小麦的平均每亩
产量从360公斤稳定提升到400公
斤，收入也增加11%左右。除此以
外，高标准农田还为土地规模化经
营、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打造粮食
生产的核心功能区夯实了基础，促
进了藏粮于地。今年，宜兴50亩以
上（含）粮食规模经营主体有1100
余户，种植面积19.24万亩，首次超
过宜兴种植面积的五成以上，这为
破解“谁来种地”的矛盾和种植效益
不高、产量不稳的难题提供了根本
出路。 （蒋梦蝶）

宜兴新建高标准农田3.4万亩
第二届大运河文化旅游博览会系列展会现场。（宗晓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