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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旅+”的大背
景下，城市文创品牌已
然成为各地提升软实

力的“金钥匙”。“今年春
节是春节申遗成功后的首个

春节，春晚分会场之一又设在无
锡，我们要抓住机遇，充分挖掘、弘扬
无锡的非遗文化。一方面，做年轻人
喜闻乐见的文创产品，颜值高、能整
活的；另一方面，可选择文博场馆、旅
游景点等作为试点单位，做有内涵、
会社交的文创产品。”市人大代表郝

殿峰表示，无锡作为吴文化的重要发
祥地之一，坐拥文化资源“富矿”，将
古老的吴文化进行创新性、现代化的
演绎，打造独属的“无锡心意”系列品
牌文创和城市文创IP矩阵，正当其
时，“一方面，文教娱乐消费需求井
喷，年轻消费者渴望新鲜的文化产
品，要用‘无锡心意’精准‘投喂’需
求。另一方面，文创如杠杆，能撬动
设计、制造、销售等产业协同发展，为
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郝殿峰建议，鼓励本土设计力量

加入，融合无锡古韵与现代风尚，设
计个性文创，从名胜古迹到特色小
吃，皆可入“品”。借“文博热”的东
风，依托全市文博场馆资源，让“无锡
心意”文创品牌成为无锡文化闪亮的
新标识。“城市文创品牌不仅能激活
新型文旅消费的‘一池春水’，更是展
现城市魅力的必由之路。希望能吸
引更多游客把富有无锡元素的文创
产品带回家，从而增强对无锡的情感
黏度，不断提升无锡的城市形象和知
名度。”郝殿峰说。

推动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代表们建言——

“青春”锡剧“声”动千里
“心意”文创“新”花怒放

优秀传统文化是城市发展

的丰厚滋养，既需坚守其本真

内核，守护文化根脉，又要与时

俱进，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

性发展。在无锡这片钟灵毓秀

的土地上，祠堂文化、锡剧艺术

及城市文创等承载着历史记忆

与人文精神，它们的传承革新

之路该如何铺就？今年无锡两

会上，市人大代表们给出了诸

多“金点子”。

留住“太湖渔韵”

从太湖三山岛旧石器时
代的渔猎遗迹，到范蠡所著
的世界首部养鱼专著《养鱼
经》等，无锡的渔文化积淀深
厚。渔民上岸转产后，传统
渔村被拆除，渔具、渔法难觅
踪迹，渔文化的“主角”们逐
渐远去，渔文化愈发濒危。

“国家高度重视长江渔
文化的保护工作，农业农村
部等部门出台了相关工作意
见。太湖是离长江最近的大
湖之一，太湖渔文化是长江
渔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保
护好、传承好渔文化，无锡责
无旁贷。”市人大代表季刚建
议，应由市级层面牵头筹建
太湖渔文化博物馆，汇聚鱼
物种、渔船、渔具、渔史、渔
俗、渔舞、渔规、渔画、渔味等
各类渔文化精华，全方位保
留珍贵记忆，让这抹渔韵重
焕生机。

设立“甜文化节”

无锡素有“甜都”美誉，
“甜食”种类繁多，如酱排骨、
惠山油酥、小笼馒头、水蜜桃
等。这些美食不仅是人们味
蕾的享受，更是历史文化的
生动见证。

市人大代表宫德才建议
设立“无锡甜文化节”。一方
面，让年轻一代通过该节日
深入了解家乡传统文化，增
强文化认同感与自豪感。另
一方面，以甜食文化为核心
吸引力，通过举办甜品大赛、
美食展览、文化表演等多元
化的活动，吸引游客，提升城
市知名度和美誉度，带动文
旅及相关产业的繁荣发展。
（晚报记者 潘凡 王佳/文

张轶伦/摄）

去年，锡剧电影《江南雨》的著作
权纠纷案引发了业界的广泛关注，不
仅暴露了锡剧知识产权保护的现状
与困境，也触及了创作者与剧院等各
方利益如何均衡的敏感话题。其实，
许多传统锡剧剧目历经多代艺人的
传承与演绎，原始创作者早已难以考
证，剧目的著作权归属因此一直处于
模糊的“迷雾”之中。

“锡剧剧目的创作过程本就如同
一张错综复杂的大网，涉及协作的多
方。尤其因历史遗留问题或合同约
定模糊等，版权归属常存在争议。部
分锡剧从业者对知识产权保护的重

要性认识不足，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
无意识侵权事件的频发。”面对这些
问题，市人大代表高卓建议，要进一
步完善锡剧作品的版权登记制度，相
关部门应加强对锡剧创作过程的指
导和监督，要求创作者在作品创作
初期就明确版权归属，并及时进行
版权登记。对于历史遗留的版权归
属问题，可组织专家进行研究和论
证，通过协商和调解的方式明确归
属，为锡剧的传承和发展提供清
晰的路径。

高卓还提出，相关
部门应引导各方建

立协商机制，根据创作成本、市场价
值、传播范围等因素，合理确定分配
机制，让各方都能在锡剧的传播与演
绎中收获应有的回报。

数字化对传统文化既是挑战，也
是机遇。高卓认为，相关部门要引导
和支持相关企业和机构开发锡剧数
字化保护平台，利用先进技术为锡剧
作品筑牢知识产权保护的“城墙”。
同时，鼓励创作者和演出单位利用网
络直播、短视频等新媒体形式，吸引

更多年轻观众关注和爱上锡
剧，进一步扩大锡剧的传
播范围和影响力。

惠山古镇保存着全国罕见的中
国祠堂文化群落遗产。多年来，它吸

引着国内外专家
学者、游客纷至沓
来，无锡市民更将
其视为精神文化家
园。然而，市人大代表
陆炳兴在调研时发现，部分

祠堂在“改造出新”中将原有的介
绍标牌去掉了，使祠堂建筑遗失
了历史的痕迹；有些宗祠在文化
布展方面做得有声有色，可个别
的却因过度商业化，影响了古镇
古朴典雅的形象。

“惠山祠堂群承载的不仅
有谱牒文化、祖制家训，更

是精忠报国、勤政
廉洁、尚德仁孝等传
统文化精髓的生动体

现。”陆炳兴呼吁广纳文
化专家的专业之智、管理

部门的统筹之策、原住户的质
朴心声及无锡祠堂文化研究会的深
度洞察，让祠堂群重拾原有的文化
属性。

陆炳兴建议，当务之急是统一惠
山祠堂群的管理权属，在合理开发利
用的进程中，避免过度改拆和商业
化，让惠山古镇的祠堂文化源远流
长。

关于“锡剧发展”
筑牢剧目知产保护的“城墙”

关于“祠堂保护”
以“返璞归真”守护文化根脉

关于“城市文创”
用“无锡心意”展现城市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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