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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旅游资源环境——
让游客“走进来”更想“留下来”

【现状】
无锡是一座山水旅游城市，自然

风景旖旎、旅游资源丰富。近年来，
不少无锡市民从国外游、国内游回归
到市内休闲游，除了去著名景点游览
外，随着抖音等一些网络媒体的快速
发展，更多的是在“网红打卡点”“驴
友攻略”的指引下，进行登山、露营、
拓展、划艇（舢板）等活动。“人民群众
生活方式的转变，对管理工作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全市重点旅游资源亟待
优化提升”，政协委员季超对此颇有
研究。

【建议】
“只要有双能发现美的眼睛，大自

然中皆是景”，季超认为，发掘旅游资
源，首先要会“欣赏美”，如蠡湖周边和
太湖沿岸以自然风光为主，不需要过
多建筑的点缀，可以把自然空间还给
市民；还要能够“管理美”，以著名的

“风景公路”山水西路为例，道路两侧
停车位设置较少，可以在观景点和果
品交易集中区设立临时停车点，体现
景区的人性化和舒适度。

季超注意到，无锡还有不少存量
资源可以盘活，去年拍卖成交的统一
嘉园便是其中之一。“周边即将开工建
设无锡植物园，两园若同期建设同时
开园，将成为无锡旅游产业发展强力
的增长极”，季超说。

优化旅游资源还要注重品牌打
造，大浮片区一年四季物产丰富，枇
杷、醉李、橘子、杨梅、葡萄深受游客喜
欢，但品牌效应不及鸿山、马山。“做好
品牌建设将让游客有更好的体验感、
让果农有实在的获得感”，季超建议，
大浮片区作为无锡南部的绝版地，尽
量不要大拆大建，可以在保持原始风
貌的基础上，结合民俗风情，在优化布
局、丰富业态上作研究，在品质、特色、
差异化上下功夫。

把“玉飞凤”的故事
讲给更多人听

作为无锡城市标识的玉飞凤，
大多数人必须到无锡博物院或鸿
山遗址博物馆方能一睹真容，且玉
飞凤文化对外传播的方式比较单
一，很难给受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为了更好地弘扬无锡玉飞凤
文化，政协委员张庆建议在无锡博
物院一楼规划一处100平方米左右
的玉飞凤文化展区，采用最新的展
示技术，陈列玉飞凤及相关文化创
意产品，凸显无锡特色，让更多的
观众了解玉飞凤文化，弘扬无锡的
城市精神。

“目前，官方出土的玉飞凤仅
见于鸿山越墓之中。我在长期从
事古代玉器研究中发现，玉飞凤是
战国时期流行的玉器造型，不仅
仅出现在鸿山越墓之中，在一些
民间高端藏家手中就有战国玉飞
凤的精品。”张庆建议由官方发布
征集公告，鼓励收藏家捐赠，并组
织文博系统及拍卖公司的专家辨
伪识真，将真品纳入玉飞凤展区进
行展览。此外，可以依托无锡博物
院成立无锡玉飞凤文化研究会，鼓
励社会各界人士参与玉飞凤文化
研究。

以小剧场为抓手
走出锡剧发展大空间

2008年，锡剧被列入第二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进入21世纪，锡剧面对多元文化的
碰撞与冲击，市场逐渐萎缩，观众
群日益老化，人才流失且后继力量
不足，锡剧遭遇困境。

民进无锡市委建议，以小剧场
为抓手，走出锡剧发展大空间。一
方面，小剧场天然的亲民性可以帮
助锡剧吸引年轻受众，如小剧场京
剧《惜娇》中“坐楼杀惜”一场，在保
留内核的前提下加快了节奏，将原
本7分钟的戏凝聚到2分钟完成，
更符合年轻观众审美习惯，小剧场
化后，多地戏曲上座率超过七成。
另一方面，小剧场在加快演创人员
培养和锡剧创作方面带来了新突
破。不仅如此，小剧场戏曲相对自
由的观演体验，不仅拉近了观众与
演员的空间距离，更拉近了心理上
的距离，让观众更容易同角色产生
共情，演员也能第一时间得到观众
的反馈。

（晚报记者 陈钰洁 冯成）

擦亮城市文化名片，委员们有想法：

让“工业遗产”讲好无锡史
给“无锡味道”建个博物馆

无锡是一座有着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江南名城。如何守护历史文脉、提升旅游品质，让无锡这座

城市的历史与未来遥相呼应，绽放精彩。在无锡两会期间，政协委员们带来了自己的思考。

保护工业遗产——
让它们讲好无锡故事

【现状】
无锡是中国民族工商业的

发祥地。本世纪初，随着无锡
工业结构调整，工业企业“退城
进园”，一部分老厂房老建筑被
保存下来，成为宝贵的工业遗
产。

市政协委员周惠琳介绍，
无锡已先后公布了两批共34项
工业遗产，78 项不可移动工业
遗产为文物保护单位、控制单
位。目前，无锡工业遗产的活
化利用方式主要为功能置换。
然而，在工业遗产的保存上，主
要为工厂的建筑，忽略了原有
的设备、产品、文书档案、图纸、
影像等文献资料和关键生产工
艺、技术等核心物项。不仅如
此，工业遗产的活化和利用也
存在一些问题，如引进的餐饮
项目过多、缺乏工业遗产开发
使用后的反馈与改善等。

【建议】
周惠琳建议，在我国第一

个工业遗产保护性文件《无锡
建议》的基础上，无锡应进一步
出台完善针对工业遗产保护利
用方面的法律法规，让无锡工
业遗产保护和利用有法可依。

她建议政府与社会各界形
成合力，共同为工业遗产保护
出谋划策。周惠琳介绍，工业、
仓储作为无锡工业遗产土地利
用的主体，记录和见证了无锡
近现代工业化和经济腾飞的历
史，真实地反映了其在社会经
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我们
要积极尝试用系统化思维方式
来保护和利用工业遗产，强化
科技赋能，建设智慧平台，推出
数字体验展，重现无锡民族工
商业的辉煌。”

建设锡菜博物馆——
让无锡味道“历久弥香”

【现状】
“目前，我市共有省文物局

备案博物馆62家，人均拥有博物
馆数量位居全省第一，但在展示
无锡地方菜的领域尚属空白”，
市政协委员倪程赟指出，锡帮菜
中既有酱排骨、太湖三白、长江
三鲜等全国知名的菜肴，又有在
烹饪饮食历史中占重要地位的

“非遗”太湖船菜及近代工商业
兴盛的代表“荣家菜”。是内涵
丰富、结构完整的地方菜体系。

然而，随着掌握传统手艺的
老一辈厨师因年龄逐渐淡出行
业，年轻一代因经济、教育等原
因，厨师从业者数量和质量都显
不足，一批传统菜式正在消失，
与之相伴相生的文化也面临即
将退出历史舞台的境地。

【建议】
为了尽可能地保留和传承

锡帮菜，留存乡土历史文化，展
示城市的精神文化特质，倪程赟
建议在古镇古街中建设锡菜博
物馆，考证和收集餐饮器皿、加
工制作工具、食材、菜谱菜单等
各类历史文物、文献，保护和留
存传统锡菜的制作技法和样式
味型，让市民了解乡土人文，向
游客推广无锡味道。在倪程赟
看来，博物馆的历史性和古镇古
街的特质十分契合，独特的参观
项目也能在江南古镇同质化较
重的现状下，成为古镇的亮点和
招牌，并在一定程度上盘活古镇
商铺资产，减轻经营压力，“可以
说是一举多得”。

“锡菜博物馆还能让无锡老
字号再次焕发活力”，在倪程赟
的构想中，博物馆除了馆藏陈
列，还能设置菜品制作、食材加
工等体验项目，依托锡菜老字
号，研发主题文化宴、主题餐厅、
主题旅游线路，推动锡菜老字号
发展与时俱进。

提案提案
万花筒万花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