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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江西文旅持续擦亮“江西风景独

好”品牌，打出系列品牌推广组合拳，“如画江

西”的美誉享誉中外。

媒体宣传有强音。实施媒体领航计划，“发

现江西”海外新媒体传播力始终保持在全国前

三，“江西文旅”官方抖音账号粉丝量突破 100
万，跻身全国第八。“江西风景独好”新媒体矩阵

五次进入全国省级新媒体传播力指数前五。深

化与头部媒体合作，央视《国家宝藏》《非遗里的

中国》等栏目先后将镜头对准江西，全网累计曝

光量超 60亿次，赣鄱文化更加出圈出彩。

营销推广有创新。实施“乐游江西”国内文

旅推广计划，省市联动赴重要客源地举办 70 余

场“如画江西 风景独好”宣传推广活动，做到季

季有主题、月月有推介。联动中旅、携程等平台

资源，推出“江西风景独好”主题游轮、高铁、巴

士、飞机，构建“海陆空”立体式宣传营销。

对外交流有深度。实施“FOLLOW江西”海

外文旅推广计划，成功举办“江西风景独好”东南

亚文化和旅游推广季启动仪式暨马来西亚“江西

日”活动，开展“百名香港校长看内地——江西历

史文化之旅”，以及“江西风景独好”港澳文化和

旅游宣传推广月等系列活动，联动中旅集团，分

别成立江西文旅（香港、澳门）宣传推广中心。

如画江西 繁花竞放
——2024年江西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回顾与展望

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出发。下

一步，江西文旅将紧紧围绕新时代的文化使

命，锚定建设文化强省、旅游强省战略目标，

以进一步深化改革为动力，推动文旅深度融

合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持续激发艺术创作生产活力。把更好

满足人民精神生活需要作为艺术创作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深入实施艺术创作“四名”

（名剧、名曲、名展、名家）工程，打造一批具

有江西特色、江西气派的精品剧目，培育一

批优秀青年艺术人才。举办第三届全国高腔

优秀剧目展演、“赣地长歌”第九届江西艺术

节、2025“赣鄱好戏”优秀剧目展演等大型艺术

活动。精心培育“瓷上江西”“赣青百美——

江西青年美术作品双年展”“中国当代漆画

艺术作品三年展”等重点美术展览品牌。持

续深化国有文艺院团改革，加快推进省市共

建江西省采茶戏剧团，加快构建以省赣剧院

为龙头的全省戏曲院线联盟。

加快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持续深

化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加快构建

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快补齐基层“三

馆一中心”设施短板，创新拓展“城市书房”

“文化驿站”等主客共享的新型公共文化空

间。推进全省文博场馆“总分馆”制建设，加

快省博物馆“故宫厅”落地，推出一批高质量

的精品大展。策划开展“赣风鄱韵”系列群

众文化活动，大力培育“一县一品”地域特色

文化公共活动品牌。加强旅游厕所、生态停

车场等旅游基础设施建设。

着力构建赣鄱文化标识体系。推动赣

鄱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加快推进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

验区、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江西段）建设，加

快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项目转化利

用，编制出台《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江西段建

设保护规划》。实施赣鄱文化阐释工程，持

续深化江西诗派、江西画派、江西戏曲以及

陶瓷文化、书院文化等赣鄱特色文化的研究

阐释利用。推进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提升、古

村落古建筑和江西书院的活化利用，推出一

批江西特色鲜明的文旅“新赣线”。加大文

物保护工作力度，扎实推进全省第四次全国

文 物 普 查 ，全 力 推 动 2026 年 景 德 镇 申 遗 。

推进省考古标本库房建设。持续开展红军

村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加快革命文物协同研

究中心成果转化。

扎实做好非遗系统性保护传承。深耕

“非遗点亮生活”江西行动，打造江西非遗保

护传承品牌。加快推进江西省非遗馆建设

立项。推进国家、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

区、非遗工坊建设。推动非遗与旅游融合发

展，大力开展非遗进景区、进街区、进社区，

建设一批非遗传习基地、非遗体验店、非遗

展示馆，创新举办非遗过大年、非遗赶大集

等活动，让赣鄱非遗更非凡。

加快构建现代化文旅产业体系。努力

把文旅业打造成战略性支柱产业和民生幸

福产业。策划举办 2025 年全省旅游产业发

展大会。开展头部文旅企业招商对接活动，

引进和落地一批重大文旅项目。实施文旅

消费聚能计划，创新举办文旅消费季等重大

活动，打造一批特色明显、文旅聚合的步行

街、综合体、美食店等，培育首届江西十大文

旅消费新场景、新业态。

持续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持续做

好“文旅+百业”“百业+文旅”大文章。实施

景区业态提升计划，引导旅游景区丰富业态

供给，提供更多可感、可玩、可沉浸的旅游场

景。通过旺季延长开放时间、门票打折减

免、增加景区直通车、景区设备更新等手段，

增强游客获得感。实施文旅品牌培育计划、

文旅业态融合计划，推动红色旅游、乡村旅

游、康养旅游、生态旅游、体育旅游、工业旅

游、低空旅游等提质升级，擦亮江西红色研

学品牌。创新 5G、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

链等数字技术在文旅领域的场景运用，为文

旅发展插上科技的翅膀。

持续唱响“江西风景独好”品牌。深入

推进“引客入赣”工程，持续引爆江西文旅新

热度。实施“乐游江西”国内文旅推广计划，

赴长三角、京津冀、海西、西北、东北等地开

展“如画江西 风景独好”文化和旅游宣传推

广季活动。实施“Discover jiangxi”海外文旅

推广计划，加快完善全省入境旅游支持政

策，打造一批有影响力的入境游精品线路，

提升入境旅游服务能力水平。推进“景区出

海”行动，组织庐山、三清山等重点景区赴日

韩、东南亚、欧洲等主要客源地举办“如画江

西 风 景 独 好 ”海 外 文 旅 系 列 宣 传 推 广 活

动。推出“丝路回望 瓷上中国”当代陶瓷艺

术家主题创作展，加快打造新时代“陶瓷丝

绸之路”品牌。推动省部共建葡萄牙里斯本

中国文化中心今年下半年投入运营，落实好

与毛里求斯中国文化中心省部合作、港澳台

文化旅游交流等项目，向世界讲好江西故

事、传播江西声音。

这一年，江西文旅聚焦将旅游业打造成战

略性新兴支柱产业，深化文旅融合，推动文旅产

业提质扩容。

全力育主体。坚持项目带动，全省新签约

文旅项目 76 个，投资总额 165.62 亿元。争取 2.4
亿元全国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文旅项目建设，6
家企业获评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深化产融

对接，工行江西省分行给予文旅领域 300 亿元

意向性融资支持。加大“文旅贷”惠企力度，26
家文旅企业累计获批授信金额 1.27亿元。

全力创品牌。上饶篁岭成功创建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全省 5A 级旅游景区达 15 家，数量

居全国第六位；南昌梅岭度假区成功创建国家

级旅游度假区，全省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达 5 家，

数量居全国第四位，实现连续多年每年获评国

家级重磅文旅品牌的目标。构建“风景独好”旅

游名县、名景区、名镇村旅游品牌评价体系，评

定推出 2024 年度“三名”名单，文旅高质量发展

基础进一步夯实。

全力优供给。推进“文旅+百业”“百业+文

旅”，策划推出“跟着诗词游江西”“跟着赛事游

江西”“跟着演出游江西”等主题活动，特别是

“诗旅江西”悄然兴起；环鄱阳湖自行车大赛、仙

女湖马拉松赛、武功山顶星空派对等成为市场

“新宠”；“唱游江西”持续火爆，5000 人以上的大

型营业性演出活动增长 454%，省外观众占比超

五成，拉动消费逾 20亿元。

全力促消费。深入实施“引客入赣”工程，整

合资金 2000 万元用于全省各地引客奖补，推出

“龙行龘龘 乐游江西”“全球学子嘉游赣·背诵诗

词江西 GO”门票减免等系列优惠政策，吸引超

10 万龙年属相游客和超千万学子前来江西打

卡。深入开展“嘉游赣、惠生活”和“三百”文旅消

费季等活动，全省累计开展 1.7 万余项特色文旅

活动，推出 2300余项文旅优惠政策，发放文旅消

费券近1.5亿元，文旅市场热热闹闹、欣欣向荣。

2024 年，对江西文旅来说，是极不平凡、

极为重要的一年。全省文化和旅游系统推

进 文 化 强 省 、旅 游 强 省 建 设 取 得 新 成 效 。

2024 年全省接待游客近 6 亿人次，外省游客

占比超三成，居全国前列。“风景独好”的江

西日益成为人们向往的诗和远方。

如画江西，繁花竞放。下一步，江西文

旅将紧紧围绕新时代的文化使命，锚定建设

文化强省、旅游强省战略目标，以进一步深

化改革为动力，推动文旅深度融合高质量发

展取得新成效。

、力 度 大 成 效 好

文旅融合

这一年，我省与文化和旅游部签署省部

合作共建葡萄牙里斯本中国文化中心协议，

实现我省文旅宣传推广阵地的新突破。与故

宫博物院深化战略合作，“御瓷归来”主题特

展成为江西省博物馆首个单展观众人数过百

万的“现象级”展览。

经过精心策划，我省与故宫博物院开展

战略合作，在省博物馆设立的“故宫厅”于今

日正式揭牌并推出首展，成为继新疆之后全

国第二家常设“故宫厅”。“艺海流金·情满赣

鄱”内地与港澳文化和旅游界交流活动等 14
项全国性会议活动落地江西。优秀旅游服务

城市创建等 17 项工作入选全国文化和旅游

工作典型案例，文旅产业赋能、非遗保护传承

等 8 项工作在文化和旅游全国性会议上作经

验交流，特别是在今年 1 月 3 日召开的全国文

化和旅游厅局长会议上，我省就文旅融合高

质量发展作典型发言，江西文旅在全国的影

响力全面提升。

、再 提 速 超 预 期
产业发展

、奏 强 音 频 出 圈
品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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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广场升旗仪式

省博物馆举办的“御瓷归来”主题特展

客家擂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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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婺源晒秋

图2：雄伟的江西美术馆

图3：著名红色景点——瑞金

图4：景德镇御窑博物馆

图5：“背诵诗词江西 go”吸引众多全球

学子参与

（文图由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提供）

、提 质 效 暖 人 心

文旅服务

这一年，江西文旅紧紧围绕提高人民群

众文旅获得感、满意度，不断优化文旅产品供

给，推动文旅公共服务提质增效。

艺术创作结硕果。我省实施艺术创作

“四名工程”，推出民族歌剧《八一起义》、吉安

采茶戏《有盐同咸》、赣剧《红楼梦》等一批精

品剧目。发挥江西文化艺术基金孵化引领作

用，扶持重点项目 33 个、一般项目 105 个，16
个项目获国家艺术基金 1061 万元资助，160
件作品入选“第十四届全国美展”。

文化惠民成风景。我省实施文博场馆

“百馆晋级”工程，新增 6 家国家一级博物馆，

总数增至 17 家，居全国第五位。孺子书房、

莲 花 书 屋 等 一 批 公 共 文 化 新 空 间 成 为“ 网

红”，到文化场馆“坐馆游”成为赣鄱大地一道

亮丽风景。常态开展“赣鄱好戏”“百馆千万

场、服务来共享”等群众文化品牌活动 4500余

场，服务群众 3200 余万人次，“永不落幕的百

姓大舞台”越演越精彩。

旅游服务立口碑。2024 年，我省在全国

率先启动“旅游诚信省”建设，率先开展优秀

旅游服务体验城市试点创建。筹集 5000万元

资金全面推行旅游购物诚信退赔制度，全年

累计退赔金额 75.58 万元。进一步规范旅游

投诉处理，受理旅游投诉案件 2231件，办结率

100%，无一起被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全省旅

游市场服务总体满意度超 92%。我省旅游服

务质量工作入选全国旅游市场服务质量评价

体系建设试点。

这一年，江西文旅聚焦文化传承，着力提升

文物保护利用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水平，努力

推动千年赣鄱文脉绽放时代芳华。

景德镇申遗取得重大突破。集结国家和

省 市 6 支 考 古 队 完 成 申 遗 考 古“ 大 会 战 ”，开

展 国 际 研 讨 交 流 ，扎 实 推 进 申 遗 项 目 建 设 。

景 德 镇 申 遗 文 本 基 本 定 稿 ，国 家 文 物 局 已 将

申遗文本作为 2026 年我国世界遗产申报项目

报 送 中 国 联 合 国 教 科 文 组 织 全 国 委 员 会 ，将

于 1 月底正式报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

产中心。

文物保护利用取得显著成效。在全国率先

制定加强书院文化保护传承发展实施方案，制

定文物主题游径建设专项规划，建立文物保护

公益诉讼协作机制。扎实推进第四次全国文物

普查，“三普”文物复查率 100%，进度居全国前

列。革命文物保护出新出彩，成功创建井冈山

革命博物馆——江西师范大学国家革命文物协

同研究中心，推出首批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示范

县。古村落、历史街区等保护利用可圈可点，万

载古城、抚州流坑、吉安钓源古村、赣州江南宋

城等古村古街焕发新彩。

非遗保护传承取得系列成果。创新实施

“非遗点亮生活”江西行动，推进非遗进景区、进

社区、进街区、进校园、进商圈，联动设区市举办

非遗与旅游融合周、共赏非遗过大年等系列展

示展销活动 500 余场，全省 270 个非遗项目、600
余名传承人参与。推进非遗系统性保护，24 人

入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4家单位入选国

家级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

、绽 芳 华 焕 新 彩
赣鄱文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