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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人大代表陆旸看来，梁
溪区作为城市原点、老无锡的“城
里厢”，坐落着包括东林书院、南
禅寺、清名桥、薛福成故居、钱锺
书故居等一大批有厚重历史沉淀
和文化根脉的文保老宅、场馆与
景点，作为单体来看，吸引外地游
客专程到访打卡的吸引力不足，
但将老城区散落的景点更好地

“串珠成链”，结合近年流行的
Citywalk 等形式，提供适合年轻
人的打卡线路，是比较有意义的
一个努力方向。这不仅有助于提
升游览体验与游客黏性，更可彰
显无锡“美食之都 购物天堂”的
特色定位。

陆旸提出，要加强老城区旅
游资源和景点的挖掘，注重突出
江南特点和无锡特色，充分展示
城市历史风貌。如可以修复古建
筑、老街巷，恢复传统的市井生
活，让人们感受到浓厚的“烟火”
氛围。要进行主题化与故事化的
线路规划，根据不同目标群体的
兴趣和潮流趋势，设计不同的主
题线路，如艺术线、人文线、美食
线等；结合老城区各载体历史文
化背景，创造有趣的故事体验线，
让市民游客通过景点来体验和探
索这些故事，增加游览的沉浸感
和生动性。

此外，以线路之间的打卡点
与互动活动串联不同景点。通过
在景点间融入互动体验元素，如
设置标志性打卡点、网红美食点、
互动任务等，增加沿途的趣味性
和互动性，增强景点的可达性和
便利性。通过举办各类文化活
动，发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旅游
产品，推出线路景区联票，促进景
区间的资源共享。

小红书与抖音等新媒体，已成
为“Z世代”年轻人越来越重要的消
费决策“入口”。陆旸建议通过新
媒体发布攻略、网红推荐等方式精
准营销，以口碑传播带动人流集
聚，围绕打卡点精心打造“出圈”标
杆点。

（晚报记者 潘凡 任蓉蓉）

如何更好地如何更好地““以文塑城以文塑城””，，代表们建言代表们建言————

让乡音让乡音““声声””生不息生不息
让书香让书香““阅阅””目赏心目赏心

文化是一座城市的灵魂，这不

仅意味着要保护传承好地方文脉，

同时要优化实际功能，完善基层文

化服务。具体应该怎么做，在今年

无锡两会上，代表们提出了不少“金

点子”。

社区型阅读空间在城市文化建
设中的地位愈发重要。市人大代表逄
振指出，近年来，无锡在阅读空间建设
方面做出了很多努力，如打造了“钟
书”阅读品牌等，但目前全市基层阅读
空间大多依托于社区、街道，以及各类
党建活动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等
载体，存在书籍种类单一、书籍质量不
高、读者参与度不高等问题，尤其是运
营主体分散、专业水平参差，未能发挥
出阅读空间的应有价值。

逄振建议，要优化社区书店与
图书馆的建设运营，首先要合理规
划布局，将阅读空间设在居民密集
区，尽可能靠近学校、公园等公共场
所，并依据社区代际属性打造具有
差异化和个性化服务的社区阅读空
间，满足市民便捷化、多样化的阅读
需求；其次，鼓励社区书店之间、社
区书店与公共图书馆之间实现图书
供应链的资源共享，图书流通、借阅
系统的互联互通。在区域范围内选
择资质更优、服务能力更全面的大
中型服务商进行社区书店的运营与
服务。同时，创新运营模式和活动
形式，社区书店可尝试“书店+咖啡
馆”“书店+文创产品”等复合型业
态，开展读书会、讲座、亲子阅读、作
家见面会、新书发布会等丰富多样
的活动，吸引不同年龄层的居民参
与。社区型阅读空间的数字化进程
应加快推进，如配套电子借阅、云阅
读、AR/VR阅读体验等，适应现代
人的阅读习惯和需求。

此外，在现有对“钟书房”等进
行政策扶持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
加大对社区书店与图书馆的支持力
度，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建设运营，保
障其可持续发展。

方言是地域和民族文化的
重要象征，是民族认同感和凝
聚力的重要源泉。市人大代表
丁晏认为，在教育中缺乏科学、
系统的方言教材和教学方法，
导致学生在学校中缺乏本土语
言学习、交流的机会。青少年
因求学、工作等需要选择放弃
本土方言，也导致传承环节出
现中断。

“方言教育要从孩子抓
起。”丁晏建议，一方面要在学
校教育中融入方言教育，开展
方言教学的文化活动和实践体
验，激发学生学习方言的兴趣
和积极性。在教学实践中，编
写系统、科学的方言教材，采用
多种教学方法，提高方言教学
的实效性和趣味性。同时，开
发多媒体教学资源和互动学习
工具，扩大方言教育的覆盖面
和参与度。另一方面，应加强
专业方言师资队伍建设，确保
方言教育的质量和效果，并借
助学校教育资源，建立方言教
育基地和实践基地，组织各类
方言文化活动、讲座、比赛等，
丰富方言教育的内涵和形式。
此外，家庭是儿童习得语言的

“第一课堂”，要营造家庭方言
教育氛围。

方言传承离不开全社会的
关注和支持。丁晏建议加强政
策支持和资金投入，制定相关
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确保本
土方言教育工作有效开展。社
会各界要积极探索方言文化的
宣传和推广，推动语言文化的
共生共荣。

古籍是承载中华文明基因血脉
的重要载体。无锡作为吴文化发源
地，自古以来人文荟萃、名人辈出，
素有“文献之邦”的美誉。市图书馆
藏有古籍（含民国线装书）30万册，
其中善本2万余册。“保护好、传承
好、利用好中华古籍，是时代赋予
我们的责任与使命。”市人大代表
殷洪表示，目前无锡地区仅无锡市
图书馆、宜兴市图书馆、锡山区图
书馆3家单位参与并完成了全国性
古籍普查和定级工作。江南大学
图书馆有1.2万册线装书即将启动
这一工作。市区两级博物馆，档案
史志馆，部分学校、医院、寺庙等单
位也藏有若干线装古籍，急需全面
排查摸清家底。此外，多年来古籍
修复虽常态化进行，但缺少人才配
置和专业设备、专门场地等支持，尚
难开展高质量、高水平、高难度的古
籍修复项目。

殷洪建议，尽快成立无锡市古
籍保护中心，并制订出台新时代古
籍工作相关政策，加强人、财、物等
配套支持。开展全市性古籍普查、
古籍类文物定级工作。结合无锡地
域文明探源和江南文脉研究，立足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整理、研
究和出版相关古籍地方文献丛书和
研究成果，展示无锡深厚文化底蕴。

同时，用科技赋能古籍保护传
承，建设全市统一的古籍数字化平
台，推进无锡珍贵古籍全文数据库
及地方特色古籍全文数据库建
设。建议结合当下社会需求与城
市发展，通过多样的传播活动，创
新地域古籍时代表达和资源活化
模式，让典籍里的无锡“活”在当
下、焕发新生。

关于“阅读空间”

将社区打造成书香绿洲

关于“本土方言”

方言教育从孩子抓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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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城市魅力”

老城区散落景点串珠成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