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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文旅产业体系 推动向“景区城市”转变

做强城市旅游推动南昌高品质城市建设
曹国新

今年省两会期间，省委书记尹弘在参

加南昌市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围绕‘城

市 让 生 活 更 美 好 ’的 目 标 ，进 一 步 优 化 城

市 空 间 布 局 ，完 善 城 市 功 能 品 质 ，提 升 公

共 服 务 供 给 ，活 化 利 用 历 史 人 文 资 源 ，建

设宜居宜业宜乐宜游的高品质城市”。城

市是旅游发展的重要载体，旅游是城市发

展 的 重 要 动 能 。 旅 游 业 能 够 为 旅 游 目 的

地带来设施改善、文化传承、充分就业、企

业 利 润 、政 府 税 收 等 多 重 效 益 。 近 年 来 ，

南昌加快推进“一枢纽四中心”建设，不断

提升省会经济首位度和辐射带动力，拥有

打 造 省 会 经 济 圈 和 推 动 文 化 旅 游 加 快 发

展 的 雄 厚 基 础 。 加 快 培 育 城 市 经 济 新 动

能 、促 进 旅 游 产 业 高 质 量 发 展 ，南 昌 应 当

以建设高品质城市为抓手，高水平规划城

市建设、构建现代化文旅产业体系和南昌

城市旅游“一盘棋”体系、推动“城市景区”

向“景区城市”转变，增强南昌城市旅游的

竞争力。

高水平规划城市建设，构建现代化文

旅产业体系。一方面，要以高水平规划引

领，抓好重点项目落地落实。准确把握城

市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系统谋划区域功能

结 构 和 布 局 优 化 ，拓 展 高 质 量 发 展 新 空

间，着力以高水平规划推动土地利用更加

高 效 、城 市 服 务 更 加 完 善 ，进 一 步 提 升 城

区 能 级 和 核 心 竞 争 力 。 以 城 市 更 新 行 动

为 突 破 口 ，立 足 提 升 居 住 品 质 、改 善 城 区

面貌、增强本质安全水平，完善上下协同、

条块结合、精准高效的工作机制。另一方

面，要在以旅融城中不断提高区域的宜居

宜 业 宜 乐 宜 游 水 平 ，坚 持 以 文 塑 旅 、以 旅

彰文，以“快旅慢游”为抓手，构建富有特

色的现代化文旅产业体系。着力构建“全

景观打造、全业态布局、全领域运营、全方

位 服 务 、全 社 会 参 与 ”的 大 旅 游 发 展 格

局 。 围 绕 南 昌 旅 游 资 源 富 集 和 生 态 资 源

丰 富 的 优 势 ，在 景 区 规 划 全 域 化 、功 能 配

套 全 域 化 、业 态 布 局 全 域 化 上 下 功 夫 ，让

城市的公共设施能为旅游产业所用，景区

的 旅 游 设 施 也 能 为 提 升 城 市 景 观 品 质 和

生活品质发挥积极作用，并形成集约发展

的旅游总部经济区。

推动“城市景区”向“景区城市”转变。

当 前 ，随 着 文 旅 融 合 、全 域 旅 游 向 纵 深 推

进，各地旅游业的竞争形态已上升为文化

资源实力、体制机制活力、跨界整合能力、

发展成果魅力的区域竞争、品牌竞争。顺

应江西旅游从投资驱动型转向消费驱动型

的发展趋势，南昌应先行先试，成为我省率

先发展城市旅游的示范。按照“城景合一”

“城景相融”的理念，推进城市和景区一体

化融合发展。要坚持“大旅游”理念，把整

座城市作为一个大景区进行建设和经营，

实现抱团发展、协同发展，努力绘就“城在

景中、景在城中”的融合发展蓝图。通过改

善交通设施，打造“15 分钟旅游交通圈”，使

城市和景区合为一体，使城区和景区实现

无 缝 对 接 ，让 城 市 成 为 景 区 的 大 游 客 中

心。整合全城旅游资源，把景区串珠成链、

连线成片，通过充分的资源整合，推动城市

旅游吃、住、行、游、购、娱全方位升级，为游

客提供更丰富、更优质的服务。

构建南昌城市旅游“一盘棋”体系。一

方面，要加快文商旅融合发展。建设老城

历 史 文 化 街 区 ，串 联 农 贸 市 场 、平 价 美 食

街等各类老城记忆节点，打造独具特色魅

力的消费地标、消费 IP 和消费聚集地，整

合老城文化、旅游、体育等优质特色资源，

培育“购物+美食+旅游+休闲+娱乐”一体

化 、复 合 型 的 消 费 链 条 ，让 老 城 更 加 通 透

和 舒 适 ，更 具 品 质 和 文 化 ，让 老 南 昌 的 烟

火气更加浓郁。另一方面，持续加大城市

精 细 管 理 力 度 ，按 景 区 要 求 进 行 管 护 ，把

精致理念渗透到城市建设的各领域各方面

各 环 节 ，建 设 整 洁 、有 序 、优 美 的 景 区 城

市 ，不 断 提 升 城 市 环 境 质 量 和 城 市 形 象 。

要 大 力 发 展 夜 间 经 济 ，把 夜 游 、夜 食 、夜

购、夜娱充分整合，推出尾箱集市、沉浸式

户 外 实 景 演 出 等 新 项 目 、新 业 态 ，丰 富 夜

间消费场景。

全力建设四大文旅板块。一 是 八 一

广 场 、南 昌 八 一 起 义 纪 念 馆 、万 寿 宫 历 史

文化街区、胜利路步行街板块。代表古代

南 昌 的 万 寿 宫 、近 代 南 昌 的 胜 利 路 、革 命

文化的八一起义纪念馆、现代文化的八一

广场，四者紧密相连，形成了集聚优势，应

当 进 行 整 合 打 造 ，构 建 统 一 规 划 、统 一 管

理、统一营销、相互映衬的整体板块，形成

合理的游玩线路，最大化地展现南昌的城

市 文 化 魅 力 。 二 是 赣 江 大 桥 经 滕 王 阁 延

伸 到 南 昌 大 桥 的“一 江 两 岸 ”板 块 。 作 为

省 会 城 市 ，南 昌 有 必 要 率 先 建 成“ 不 夜

城”。滕王阁是南昌打造“不夜城”的最佳

文 化 地 标 ，应 积 极 打 造“ 万 寿 宫 -八 一 起

义纪念馆-胜利路”核心文旅商圈和汇聚

“滕王阁夜间文旅景区”“中山路夜间潮流

消费区”“百花洲夜间文旅街区”的“夜东

湖 ”文 旅 消 费 圈 ，形 成 南 昌 市 城 市 旅 游 业

态的核心引爆点。同时，将赣江大桥到南

昌大桥的一江两岸纳入旅游板块，通过全

面改善城市风貌，科学布局商业业态和城

市服务，建成人文荟萃、火树银花、桨声灯

影 、舞 榭 歌 台 的 繁 盛 之 地 ，使 游 客 流 连 忘

返 。 三 是 海 昏 侯 板 块 。 除 了 重 点 打 造 博

物 馆 景 区 ，还 应 将 周 边 乡 镇 纳 入 遗 址 景

区 ，将 其 建 设 成 以 博 物 馆 旅 游 为 龙 头 ，生

态 观 鸟 游 、乡 村 休 闲 游 为 两 翼 的 文 化 新

城 。 四 是 八 大 山 人 板 块 。 发 展 书 画 艺 术

文旅品牌，对八大山人纪念馆周边集聚的

一 批 文 化 休 闲 项 目 进 行 资 源 整 合 ，以“旅

游 +艺 术 ”文 创 个 性 化 发 展 为 中 心 ，将 其

打造成写生小镇和艺术体验胜地。

（作者系江西财经大学智库建设中心

副主任）

讲 信 修 睦 是 中 华 民 族 代 代 相 传 的 美 德 ，它 体 现 了

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交往智慧。讲信修睦一词，出自《礼

记·礼 运》：“ 大 道 之 行 也 ，天 下 为 公 ，选 贤 与 能 ，讲 信 修

睦。”其着重强调了诚信与和睦在人际交往及社会构建

中 的 重 要 作 用 。《礼 记》将 讲 信 修 睦 视 作 大 同 世 界 的 理

想 境 界 ，秉 持 民 胞 物 与 、协 和 万 邦 、天 下 一 家 的 理 念 ，

它 不 仅 体 现 出 大 国 的 恢 宏 气 度 与 宽 广 胸 襟 ，亦 深 刻 表

达 了 古 人 对 和 谐 社 会 矢 志 不 渝 的 追 求 和 向 往 ，为 当 今

协 调 人 际 关 系 、维 护 社 会 秩 序 以 及 促 进 国 际 交 往 等 多

方面提供了中国智慧。

讲信修睦的“讲信”，指的是诚信。讲信也就是守信，

就是讲信义、守信用、重承诺，言行一致。诚与信一体两

面、互为印证，故而构成合成词诚信。中华传统文化中诸

子百家互鉴共存，他们虽然对于个人的穷通荣辱、国家的

治乱兴衰怀持着不同的思想和主张，但在倡导以诚实修

身律己的观念上却是高度一致，都将诚信奉为社会生活

中应该遵循的道德规范。

讲信修睦的“修睦”，从字面意思看，指的是调整相互

间的关系，使之亲密和睦。睦，《说文解字》解释为“目顺”，

意思是互相看着顺眼与舒服，引申为敦睦与和平。睦的意

思多与和字一致，即和谐、和顺、友善。和睦的目的体现为

与己和乐、与人和处、与社会和融、与天地和德，也即己和、

家和、国和、天地和。

讲 信 修 睦 蕴 含 着 多 维 度 的 价 值 内 涵 ，既 深 刻 影 响

着 个 人 的 道 德 素 养 与 人 际 关 系 的 交 往 融 洽 ，又 紧 密 关

联着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全面进步。通过大力推进诚信

教育以及和睦文化的传承与弘扬，能够塑造讲信修睦、

和 谐 稳 定 的 社 会 氛 围 ，为 国 家 的 昌 盛 与 发 展 注 入 强 劲

动力、筑牢坚实根基。

讲信修睦是构建公民立身之本。人无信不立。信，作

为儒家五常之一，在中国传统道德中被视为立人之道。诚

信不仅是人的道德要求，更是人的行动准则。讲诚信既要

遵守信用，又要做到知行合一，正如孔子所说的“言必信，

行必果”。修睦则有助于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于工作

中，积极营造和睦氛围利于与他人缔结深厚情谊；于家庭

内，修睦更是维系亲情之要，诸如夫妻间相互体谅，亲子间

彼此关爱，和睦家庭氛围可令人倍感温暖与幸福。当一人

善于修睦、推崇和合，其与周遭之人的关系便会趋于和谐、

融洽。

讲信修睦有助于社会和谐发展。在人际交往中，讲

信修睦能够有效增进人际信任，为和谐人际关系的构建

提供前提。若人们秉持尊重、理解、宽容与合作的态度，

积极主动地去消除隔阂与化解冲突，便能够携手营造出

和谐稳定的社会大环境。六尺巷的故事便是讲信修睦的

生动例证。清代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

英的老家与吴家相邻，两家因宅基地产生纠纷。家人欲

仗势让张英出面施压，而张英却回诗一首：“千里家书只

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

皇。”家人阅罢，主动退让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亦深受感

动，同样让出三尺房基 地 ，“ 六 尺 巷 ”由 此 得 名 。 此 故 事

中 ，双 方 展 现 出 的 对 彼 此 的 尊 重 与 包 容 令 人 钦 佩 。 张

英 未 仗 势 欺 人 ，以 退 为 进 表 达 尊 重 ；吴 家 亦 能 领 会 善

意，予以回应。这种相互尊重使得双方能换位思考，矛

盾 随 之 化 解 ，达 成 和 谐 共 处 ，充 分 彰 显 了“ 和 为 贵 ”的

传 统 价 值 观 。 在 面 对 纠 纷 时 ，这 种 以 和谐为导向，寻求

共赢的处理方式，正是讲信修睦精神内涵的深刻体现。正

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省桐城市六尺巷考察时强调的，六

尺巷承载着中国古人的历史智慧，要弘扬好中华民族传统

美德，相互礼让、以和为贵，解决好民生问题，化解好社会矛

盾，使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

讲信修睦能夯实国家稳定之基。诚信乃凝聚天下人

心的关键纽带。执政者与民众构建信任关系，在治国理政

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执政者若无法取得百姓信任，便

会走向崩塌，唯有将“信”作为基石，方能赢得广大百姓的

拥护。国之本在民，“民无信不立，国无信则衰”，历史屡屡

验证，此乃亘古不变之真理。

今 天 ，讲 信 修 睦 成 为 中 国 践 行 国 际 承 诺 、彰 显

大 国 担 当 的 重 要 外 交 准 则 。 2024 年 6 月 28 日 ，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在 和 平 共 处 五 项 原 则 发 表 70 周 年 纪 念

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脉相承，都根植于亲仁善邻、讲

信修睦、协和万邦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彰显了中国

外 交 自 信 自 立 、坚 持 正 义 、扶 弱 扬 善 的 精 神 风 骨 ，都 体

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的世界情

怀，都展现了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坚定决心，是

新 形 势 下 对 和 平 共 处 五 项 原 则 最 好 的 传 承 、弘 扬 、升

华 。”当 前 ，世 界 之 变 、时 代 之 变 、历 史 之 变 正 以 前 所 未

有的方式展开，在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和平赤字、发展

赤 字 、安 全 赤 字 、治 理 赤 字 加 重 的 挑 战 进 程 中 ，中 国 充

分展现出重信守诺、勇挑重担的外交风范与责任担当，

持 续 为 构 建 人 类 命 运 共 同 体 增 添 强 劲 动 力 ，赢 得 了 国

际 社 会 的 广 泛 赞 誉 与 尊 重 。 长 期 以 来 ，中 国 坚 定 不 移

奉 行 互 利 共 赢 的 开 放 战 略 ，与 众 多 发 展 中 国 家 共 同 发

展，从坦赞铁路到喀喇昆仑公路，从杂交水稻到菌草技

术，从青蒿素到新冠疫苗，中国的大国担当广泛惠及全

球。中国正与世界携手、合作共赢，共同创造全人类更

加美好的未来。

总 之 ，讲 信 修 睦 作 为 中 华 传 统 文 化 的 核 心 内 容 之

一，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具有重要的价值构建意义。从

个人、社会、国家及国际交往等多个层面来看，讲信修睦

不仅有助于提升个人的道德修养和人格魅力，还能为促进

社会和谐与团结、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提供思想智慧和价值导向。

（作者系南昌工程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讲信修睦的
丰富内涵和时代价值

贺超海

政 治 宣 传 是 我 们 党 的 一 项 重 要 工

作，贯穿我们党自成立以来一百多年历

史。中央苏区时期，我们党一边同国民

党反动派进行着激烈的军事较量，一边

进行着十分有效的宣传思想斗争。这些

政治宣传，形式多种多样、内容有的放

矢、风格平易近人、效果卓有成效，对今

天做好党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仍有很

大的借鉴意义。

谱写革命歌谣。曲调朗朗上口、易于

理解的革命歌谣在反映社会现实与人民

心声的同时，表达了对实现革命目标的强

烈诉求。在党的领导下，中央苏区人民群

众创作了大量革命歌谣。揭穿国民党蒙

蔽民众、揭露其压迫剥削本质，是这些革

命歌谣的重要主题之一。仅《中央苏区革

命歌谣选集》一书，就收录了革命歌谣 536

首。《刮（国）民党的写实》《十骂反革命》

《国民党四字经》《白色恐怖的龙岩》《恼蒋

歌》《土豪放债恶过狼》等都是当时在中央

苏区广大民众中广为传唱的揭露国民党

反动本质的革命歌谣。革命歌谣还被编

制成册印刷发行，有《革命歌曲集》《革命

歌曲选集》《儿童唱歌集》等，有的还编入

苏区学校教本，如中央苏区列宁小学采用

的《革命歌曲》教本。

创制漫画标语。对用漫画标语传播

革命理念、影响民众思想意识的有效性这

一点，毛泽东同志就曾指出，“很简单的一

些标语、图画和讲演，使得农民如同每个

都进过一下子政治学校一样，收效非常之

广而速”。在中央苏区，党领导创制的漫

画标语数量众多、主题广泛，而揭露国民

党本质、回击国民党攻击是这些漫画标语

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些漫画标语有的刷

绘于民房墙体之上，有的刊登于苏区党报

党刊之中，有的印刷于传单之上，有的插

绘于教科书之中，有的单独印制成册，极

大地拓展了苏区民众与之接触的范围，影

响广泛。如，1933 年 10 月中央苏区编印

出版了《革命画集》，壁画《军阀混战》绘制

在于都小溪乡扬屋民宅内墙之上，标语“国

民党十大罪状”刷写在崇义县思顺村一民

屋老厅堂内壁之上，而漫画《国民党比北洋

军阀还要无耻》则刊登在《红星》报上。

编演舞台戏剧。为直接将国民党黑

暗真实的一面展现在苏区民众面前，苏区

大量编排了这一主题戏剧作品，并向民众

公开展演。如，苏维埃剧团编演了揭露反

革命欺骗群众反水的《上了他们的当》，工

农剧社蓝衫团学生排演了《反对白色恐

怖》，永新县南阳区苏维埃剧团编演了《打

倒王东元》《活捉侯鹏飞》，东河戏班社编演

了反映革命斗争的大型东河戏《活捉张辉

瓒》。高尔基戏剧学校学生更是在不到两

年时间里，先后组织演出队六十多支，踏遍

中央苏区，广泛接触群众，深受战士、工人

和农民喜爱，演出的剧目广获好评。

撰发报刊文章。毛泽东同志曾强调，

干革命既要右手拿枪，也要左手拿传单，既

要靠枪杆子，也要靠笔杆子。在形势异常

复杂艰难的情况下，毛泽东、项英、杨尚昆

等中央苏区领导人及中央苏区众多宣传工

作者，撰写了许多揭露国民党真实嘴脸的

文章，以应对国民党操纵的舆论攻击。

1933年 7月，毛泽东同志撰写了《新的形势

与新的任务》，文章痛斥了国民党与日本帝

国主义签订降约出卖民族利益的罪行，揭

露了国民党实行白色恐怖镇压革命群众的

暴行，曝光了国民党经济总崩溃给工农

民 众 带 来 空 前 浩 劫 的 恶 行 。 1933 年 8

月，毛泽东同志作了《粉碎五次“围剿”与

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他在报告中

对国民党出卖民族利益的卖国罪行与反人

民的本质进行了痛斥。1932年 1月，项英

同志撰写了《苏区群众和红军大大地向外

发展积极地进行革命战争》，文章揭露了国

民党的种种丑态，指出“国民党任何欺骗方

法，任何派别的欺骗幌子，都被事实和群众

的革命斗争，最后揭穿殆尽了”。1933年 3

月，杨尚昆同志撰写了《拥护中央政府的宣

言》，文章在斥责国民党出卖热河与华北的

同时，指出国民党“散布着欺骗群众的烟幕

弹”。此外，中央苏区的宣传工作者们也纷

纷在党报党刊上发表文章，回击国民党反

动派对我们党的攻击。

发表实地讲演。实地讲演能让识字

少或不识字的民众接受，激发听众情感共

鸣。在中央苏区，党与苏维埃政府从“制

度构建、空间构建、队伍构建”等维度着

手，建立起了相应的讲演工作机制，提出

了讲演的各项具体要求，并领导组织开展

了苏区各地的实地讲演，批驳国民党的政

治 宣 传 是 各 地 实 地 讲 演 的 重 点 主 题 之

一。这些讲演地点灵活，草坪、广场、地主

屋舍、祠堂庙宇，甚至田间地头都可以是

讲演场所。1932年 9月，多名志愿加入红

军的白军士兵，在工农红军学校于瑞金举

行的一场运动会上登台进行了讲演，在讲

演 中 他 们“ 痛 陈 军 阀 罪 状 ”。 1933 年 7

月，毛泽东同志在工农剧社举行的纪念

“八一”节晚会上进行了讲演，在讲演中他

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各种罪恶行径。

1933 年 11 月，中央苏区多个群众团体应

中央要求组织讲演队，在中央苏区多地举

行了公开讲演，揭露国民党军阀的反动罪

行与戳穿国民党的反动宣传是讲演的重

要主题。

总之，中央苏区时期党的宣传思想

文化工作运用了灵活多变、因时因地的

策略，在形式上讲求多样化，在内容上讲

求有的放矢，在言语上讲求百姓喜闻乐

见的风格，对赢得民众支持和推动党领

导的事业，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对今天

的重要启鉴意义，也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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