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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抚州市积极培养“法律明白

人”队伍，不断推进“法律明白人”参与基

层社会治理。目前，5.6 万名“法律明白人”

活跃在街头巷尾、田间地头，他们充分发

挥“社情民意的信息员、政策法律的宣传

员、矛盾纠纷的化解员、法治实践的引导

员”作用，让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

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理念在基层

落地生根。

凝聚基层治理“新力量”

近年来，抚州市创新基层社会治理，

在 全 省 率 先 建 成 抚 州 市“ 法 律 明 白 人 ”

示 范 培 训 基 地 ，专 门 组 建 了 优 质 师 资 队

伍 ，编 印 了 乡 村 、社 区 、园 区“ 法 律 明 白

人 ”示 范 培 训 教 材 ，分 批 分 类 开 展 了 封

闭 培 训 ，共 培 训 5.6 万 名“ 法 律 明 白

人 ”。 为 拓 展 辐 射 面 ，打 造 一 支 过 硬 队

伍 ，抚 州 市 积 极 完 善 县（区）、乡 镇（街

道）、村（社 区 、园 区）、小 区（企 业）四 级

“ 法 律 明 白 人 ”实 践 平 台 建 设 ，建 成“ 法

律 明 白 人 ”示 范 带 头 人 工 作 室 13 个 、乡

镇（街道、园区）“法律明白人”法治实践

站 165 个 、村（社 区）“ 法 律 明 白 人 ”服 务

工 作 岗（法 治 工 作 站）1976 个 、其 他“ 法

律明白人”实践点 33 个。抚州市还不断

完 善“ 法 律 明 白 人 ”管 理 制 度 体 系 ，将

“ 法 律 明 白 人 ”作 用 发 挥 情 况 与 经 济 补

助 、荣 誉 表 彰 、职 位 聘 用 挂 钩 。 对“ 法 律

明 白 人 ”化 解 矛 盾 纠 纷 实 行 以 案 定 补 、

以 案 定 奖 。 在 各 级 优 秀 人 民 调 解 员 、普

法先进个人评选中拿出不低于 10%的名

额 推 荐 优 秀“ 法 律 明 白 人 ”，定 期 开 展 抚

州 市 百 优“ 法 律 明 白 人 ”选 树 活 动 ，让

“法律明白人”履职有动力、有干劲。

下好矛盾纠纷“先手棋”

高标准选树、培育、管理，是打造“法

律明白人”队伍的有效路径。队伍不但要

建起来，更要让其发挥作用、派上用场。

近年来，抚州市“法律明白人”用群众

乐于接受的方式宣讲法律法规、调解矛盾

纠纷、弘扬法治精神，积极参与基层调解

工作，力争“小事不出村（社区）、大事不出

乡镇（街道）、矛盾不上交”。今年以来，抚

州市“法律明白人”共调解各类矛盾纠纷

16681 件，调解成功率 99%，为有效破解基

层治理难题发挥了积极作用。

传递法治建设“好声音”

“法律明白人”将所学的法律知识应

用到各个领域，除了法治宣传、矛盾化解，

还发挥民主监督作用，帮助基层组织依法

公开、依法办事、依法履职，有效防范法律

风险，为构建和谐社会营造了良好的法治

环境。

今年以来，抚州市“法律明白人”开展

法治宣传等各类法治实践 16 万次，广大群

众的法治意识明显提升，办事依法、遇事

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氛

围日益浓厚。 （陈 玲 万 剑）

抚州：

大力推动“法律明白人”培养工程 让基层法治建设更“明白”

“浩浩长江万古流，滕王高阁

暮云收。笙歌散尽游人去，天外

飞来点点鸥”……近日，一首首以

赣鄱文脉为主题的诗作在社交平

台引起热议。记者了解到，这是

我省“诗旅江西”文旅融媒体推广

活动成果之一。今年 4 月以来，该

活动为我省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

了一股清风。

以诗为脉 传承发展
中感受江西之韵

历代文人墨客与江西的每一

次邂逅，每一段交集，给我省留下

了 丰 厚 的 诗 词 文 化 资 源 。 近 年

来，由诗词所引发的文旅融合新

业态不断涌现，我省坚持以文塑

旅、以旅彰文，推进文化和旅游深

度融合发展，推广赣鄱唐宋诗路、

江西山水诗路等一批文化和旅游

精品线路，均被写入《江西省“十

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

不久前，我省推出“全球学子

嘉游赣·诗画江西任你游”活动，

全球大、中、小学生及研究生只需

按要求背诵通关，即可免票游览

江西百家 A 级景区。如背诵《七

律·登庐山》和《桃花源记》可免门

票畅游庐山风景区，背诵《景德镇

陶歌》可免门票畅游景德镇古窑

民俗博览区，背《道德经》可免门

票 游 龙 虎 山 景 区 、送 特 色 菜 品

等。尤其是南昌滕王阁景区较早

实施常态化“背诵《滕王阁序》免

门票”，并开发虚拟数字人“王勃”

给游客背诵打分、作导游讲解，成

为 诗 旅 结 合 的 一 大 亮 点 。 修 水

县、吉安黄桥镇、会昌县等地积极

打造诗词文化主题景区，塑造“诗

词+旅游”品牌项目，诗与旅游的

融合呈现出勃勃生机。

开掘我省丰富的诗词文化资源，“诗旅江西”文旅融媒

体推广活动是重头戏。今年 4 月，由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

主办、中国文化报社组织实施、中华诗词学会支持的该活

动在黄庭坚故里修水县启动。活动以“跟着诗词游江西”

为主题，旨在通过深入挖掘江西诗词文化的独特内涵，推

出一批以诗词为主题的旅游线路产品和推广活动，引领海

内外游客在江西的诗意山水间领略“文章节义之邦、人文

渊源之地”魅力，进一步提升“江西风景独好”品牌的影响

力和竞争力。

以诗为歌 青山绿水间聆听古今交响

“要让每一座山川有诗，每一座河流有词”“风景这边

独好，要用心让人看到”。近期在我省举办的一次名家讲

坛分享会上，作家出版社社长鲍坚对我省进一步挖掘诗词

等文旅资源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今年以来，我省先后邀请

全国文旅领域知名学者、研究专家登上“诗意江西”系列分

享会讲坛，围绕江西诗派与当代诗词创作、诗词与旅游等

议题展开讨论。

“‘诗意江西’系列分享会不仅提炼了江西诗词在人

文、地理等方面的标识性特征，更为江西开展诗词旅游提

供了宝贵的思路和建议。”活动执行方、中国文化报社相关

负责人说道。

采访中，记者还了解到，诸多名家曾深入到我省各地

进行采风创作。中华诗词学会会长周文彰、副会长刘庆

霖、石厉、周清印以及查振科、张宇等文化学者先后赴南

昌、九江、景德镇等地采风，沿着历代文人用诗词赞誉的景

点、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探索山水人文，创作了近 200 首诗

作。他们走进九江，拜谒陶渊明，留下“此间恰是心安处，溪

自成纹竹自空”的感悟；探访景德镇发出“大火新颜起湖色，

当时瓷市黯皇城”的赞叹；漫步于抚州，在“流坑樟树叶颜黄”

的风 物 与“ 酒 曰 临 川 已 热 肠 ”的 豪 情 中 追 慕 汤 显 祖 ……

诸多名家以笔为媒，以诗传情，让赣之韵、赣之美、赣之潮、

赣之味在字里行间流淌。

以诗为媒 文旅融合中谱写秀美画卷

为更好转化“诗旅江西”活动成果，来赣采风的专家学

者对我省文旅融合发展贡献了不少“金点子”。周文彰呼

吁，诗词创作者应深入赣鄱大地，让诗词赋能文化旅游。

文化学者张宇认为，要构建诗词文化的精彩叙事，不仅讲

述诗词背后的故事，更要营造出一个沉浸式的诗词体验空

间，让游客在游历中深刻感受诗词的魅力。诗人刘庆霖则

建议通过构建完善的诗词导览体系，引导游客深入体验诗

词所描绘的情境与情感，从而丰富游客的旅行体验。

随着我省诗词与文旅的进一步深度融合，“江西风景

独好”的品牌影响力和竞争力进一步彰显。省文化和旅游

厅相关负责人表示，诗词是江西丰富而宝贵的旅游资源，

打造更多“诗词+”新业态、新产品、新场景，持续优化产品

和服务，让诗词元素与旅游项目实现深度结合和更优链

接，有助于提高江西文化在国内外的影响力。下一步，我

省还将推出更多以诗词为主题的旅游路线产品。

采访中，记者在滕王阁、庐山等多个景区感受到，各地

纷纷挖掘诗词等文化资源，旅游从“看风景”向“品文化”延

伸。越来越多游客向往奔赴诗词中的景区、古迹，将诗词

化作脚下的路、眼中的景、心中的情，既感受文化之美，也

品味江西之韵。

总 客 流 量 157 万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12.5% ；总 销 量 2109 万 元 ，同 比 增 长

31.88%，今年“十一”假期，南昌万寿宫历

史文化街区再度成为“顶流”。

老 街 区 文 脉 悠 长 ，古 建 筑 历 史 悠

久。近年来，南昌城市更新发展加快，万

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和绳金塔历史文化街

区不仅是外来游客的打卡点，还成为南

昌城2200余年历史文化的传承载体和展

示窗口。

在这里，喝一杯江西茶，尝一次江西

菜，看一场赣味脱口秀，体验一次赣发

绣、豫章刻瓷等非遗项目，于灰墙青瓦之

下，古韵和新潮碰撞的 City Walk（城市

漫步）就此完成。

用好有“时限”的流量，更好地谋划

长远的增量。在人声鼎沸的热闹中，历

史文化街区如何“破题”“出圈”，把烟火

气与文化味更好地结合？怎样避免“有

形无魂”和商业过度开发，真正打造一个

可阅读、可游览、可体验的街区？日前，

记者在南昌进行了调研采访。

横向看——立足特色，挖掘文
化内涵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南昌万寿宫

历史文化街区，一栋古色古香的小楼，吸

引了一众游客。

顺着众人的目光向上看，二楼窗户

缓缓推开，一名身着汉服、遮着面纱的女

子 站 在 窗 前 ，用 三 弦 弹 奏 起 流 行 歌 曲

《Bad Guy》，传统技艺与流行文化的结

合，赢得满堂喝彩。

这 里 是 街 区 人 气 最 高 的 店 铺 之

一 ——江西鲲茶。新中式的装修风格点

缀瓦片、绿竹元素，展现赣派风情；以婺

源绿茶、浮梁雪山、春蕾茉莉等江西特色

茶为茶底，制作江西特色奶茶和鲜果茶，

再用南昌标志性的瓦罐盛放，自上市以

来风靡网络，带来超百万元的月营收。

2022 年 11 月，江西鲲茶在万寿宫历

史文化街区开业。“当时，街区的客流量

并不大，商业也比较单一，多为餐饮店。”

鲲茶品牌负责人翁健对创业历程记忆犹

新，“在了解到万寿宫是江西商贸文化、

移民文化和市井文化的代表后，我们通

过本土文化挖掘的策略，让品牌和街区

文化相契合，以江西茶饮为主，并推出国

风演艺和文创印章等，让顾客拥有‘古风

环境+独特产品+沉浸式’消费体验。”

千年商脉，南昌老街。穿梭于纵横交

错的石板街道，蜿蜒幽深的巷道和鳞次栉

比的商铺，带来人气的同时延续着南昌城

市文脉，让城市文化变得更加厚重。

“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自2021年2月

开放以来，瞄准‘赣鄱文化第一街’‘南昌

城市新名片’的定位，围绕以文化为核心、

商业为载体、旅游为驱动的理念，打造‘慢

生活、轻度假、微旅游’的特色打卡地。”万

寿宫历史文化街区推广部负责人胡艳说。

展现赣风民情，提升城市品位。目

前，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有 90多家商户，

围绕新零售、酒吧、餐饮、文创、市集、演艺

等六大板块，抓住国潮风靡和南昌成为

新晋网红城市的机遇，坚持在地文化输

出，创新江西·南昌·万寿宫文化 IP热点。

纵向看——扩展业态，于转型
中升级

10 月 11 日，“掌门下山·城市民宿集

群”项目在南昌绳金塔历史文化街区正

式启动。该项目总建筑面积约 1.2 万平

方米，包括 5 种不同风格主题的文化体

验民宿、以绳金塔文化为主题的个性化

绿色旅游酒店和茶饮、网红餐厅、甜品店

等 10多个配套服务业。

去年 1 月，总占地面积约 168 亩的南

昌绳金塔历史文化街区开街。具有“唐

风宋韵”的历史建筑群以“豫章风华录，

潮玩夜游街”为核心，集江西原生文化、

城市艺术文化、金塔祈福文化三大主题

于一体。

与相隔不远的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

相比，这里受经营分散同质化、旅游消费

体验不佳等因素影响，人气并未达到预

期，亟待转型升级。

“作为一座底蕴深厚的省会城市，南

昌目前还没有高端城市民宿集群，不能

满足旅游业提质升级的需求。”西湖区文

旅部门在走访市场时发现，长沙、成都等

老牌网红城市，都有对年轻游客非常有

吸引力的城市高端民宿。南昌绳金塔历

史文化街区位于城市中心，交通便利，距

离八一广场商圈不远，非常适合发展城

市高端民宿，填补省城这一空白。

由此，“掌门下山·城市民宿集群”项

目应运而生，吸引了千里走单骑民宿、花

筑奢·禅意民宿、梦玺 1713 民宿、威士忌

吧等品牌。目前，项目正在装修阶段，计

划明年 5月正式亮相。

“千里走单骑民宿品牌来自成都，这

是我们在江西的第一家门店，也是品牌

首家城市民宿。在南昌这座历史文化名

城，把民宿开在历史文化街区内，是吸引

我们投资落户之处，民宿在设计和经营

中将深入挖掘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唱

响‘绳金塔文庙’祈福品牌。”千里走单骑

民宿负责人李伟告诉记者。

千年时光赋予了绳金塔历史文化街

区厚重的文化积淀，业态扩展让这里有了

全新的生机和活力。以城市民宿为载体，

配套多元业态，构建文旅消费新场景。“在

城市民宿集群，我们将开设爵士音乐吧，

推出特色演出，为历史文化街区注入时尚

元素。”黑铁现场爵士吧主理人吴健说。

辩证看——创新赋能，让流量
变增量

“‘一支麦’脱口秀很有南昌特色，演

员 的 幽 默 感 很 强 ，内 容 也 让 人 捧 腹 大

笑。”近日，来自武汉的游客王玲在万寿

宫历史文化街区“一支麦”小剧场看完表

演后开心地说，“在万寿宫历史文化街

区，我欣赏了赣派古建筑，买到了心仪的

滕王阁文创产品，吃到了南昌辣味，还看

了特色脱口秀，旅游体验非常好。”

“一支麦”小剧场包含单口喜剧、新

喜剧、魔术等演出形式，观演人群多为

18 岁至 35 岁的青年人。在腾讯等头部

脱口秀平台获得巨大的视频流量之后，

“一支麦”脱口秀吸引了全国各地年轻人

来现场观看，成为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

最热闹的地方之一。

在不少历史文化街区以零售和餐饮

业态为主，历史文化展示、休闲娱乐、民

俗演艺类等体验性业态未得到足够重视

和强化的背景下，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

打造沉浸式剧场、文创商店、非遗工坊等

文旅新空间，不断优化文旅产品供给，推

出特色性活动，营造年轻人喜欢的消费

互动体验场景，形成非遗游、古城游、文

化游、研学游融合发展的格局。

从年初“万寿宫里过福年”到春季

“花潮节”，从以金庸小说为蓝本的全民英

雄会到南昌首部古风音乐剧《画中人》，万

寿宫历史文化街区以活动引流，实现月

月有主题、周周有活动、天天有内容，已逐

渐成为青年艺术家的创客艺术空间和年

轻人的城市文娱新空间。目前，万寿宫

历史文化街区成为代表江西省申报“国

家高品位商业步行街”的街区。数据显

示，2021年初至今，该街区游客量累计超

过5200万人次，消费金额逾8.5亿元。

内 容 创 新 和 形 式 创 新 并 重 ，让 流

量变增量。“下一步，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

将把智慧科技引入文旅项目体验、艺术场

景打造等领域，通过数字化场景、灯光演

艺、沉浸氛围等，打造城市夜间会客厅，

让游客在街区常玩常新。”胡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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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绳金塔历史文化街区人头攒动。 南昌市西湖区委宣传部供图

11 月 2 日，万安县在恒安公园美食坊举办 2024 年集体

婚礼，11对新人在浓浓的中式浪漫中完成婚礼。

通讯员 龚声伟摄

近日，在信丰

县 古 陂 镇 阳 光 村

吴氏烫皮厂，村民

正 在 晾 晒 烫 皮 。

烫 皮 是 赣 南 客 家

特色米制品，当地

有 秋 冬 时 节 制 作

烫 皮 庆 祝 丰 收 的

传统。

通讯员 刘荣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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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淀流量，与时间对话
——南昌历史文化街区“破题”观察

本报全媒体首席记者 宋思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