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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推进陆桥东部世界级丝路旅游带建设
实施方案

根据文旅部《 “一带一路 ”文化和旅游发展行动计划

（2021—2025年）》《江苏省“十四五”高质量推进“一带一路”交汇

点建设规划》精神，围绕完善全省“两廊两带两区”文旅发展空间

布局，高水平培育打造陆桥东部世界级丝路旅游带，助力全省“一

带一路”交汇点和世界重要旅游目的地建设，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党的二十大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

神，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

新发展理念，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文化自信自强，以沿东

陇海陆桥联动发展带徐州、连云港两大中心城市为支撑，努力建

设国际知名汉文化旅游目的地，构建丝路特色鲜明的“一带一路”

人文交流深度融合区，为新征程上推动文旅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

增添新动能，助力谱写“强富美高”新江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

（二）基本原则

——坚持国际视野。利用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和海上丝绸

之路交汇的独特条件，系统梳理“汉代三绝”“海丝史迹”“东方天

书”等具有文化传统、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文物资源，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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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两汉名城、西游胜境、徐福故里等金字招牌，以及徐州淮海国

际陆港和连云港国际枢纽海港等地标名片，形成向世界展示现代

版“马可波罗游记图”的重要窗口。

——坚持开放合作。立足徐州、连云港新亚欧大陆桥东部城

市和“一带一路”交汇点重要节点城市区位优势，彰显港口、自由

贸易区、中欧班列、中韩轮渡等开放元素，拓展文化旅游东西双

向开放，增进沿线人文交流和文明互鉴，增强中华文明和江苏文

化传播力影响力，更好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努力构架民心相通

的友谊之桥和互利共赢的合作之桥。

——坚持文旅融合。挖掘用好陆桥文化、丝路文化、运河文

化、山海文化等资源禀赋，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提升历史文化

名城旅游功能，把两汉文化、西游文化、彭祖文化、海盐文化、

红色文化等多元特色文化融入旅游景区景点，培育兼具文化和旅

游特色的新产品、新服务、新业态，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

——坚持绿色发展。依托微山湖、骆马湖、云龙湖、故黄河

等臻美风光，有机衔接黄河故道生态富民廊道建设，完善“平原

林海+河湖湿地+水工文明+现代农业”特色生态旅游体系，统筹

采煤沉陷地生态修复和湿地景观开发，构建集产业兴旺、生态良

好、百姓富裕于一体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江苏样板区。

（三）主要目标

到 2025年，陆桥东部世界级丝路旅游带在“一带一路”交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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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建设中的作用更加突出，两汉文化、丝路文化的时代价值更加

彰显，丝路人文交流品牌国际知名度更加提升，成为展示东方神

韵、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的闪亮名片。

——培育一批有辨识度、影响力的汉文化标识，推出一批文

化和旅游共建“一带一路”的交流合作示范项目，形成一批丝路文

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江苏标志性成果。

——培育世界级旅游景区和度假区 2个左右，省级及以上文化

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 4 个左右、生态旅游示范区 3

个左右。

二、重点任务

（一）构建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陆桥联动丝路旅

游发展带

1．营造城市生态与文脉传承有机融合的文旅体验空间。发

挥新亚欧大陆桥东临黄海、西接内陆的功能交汇作用，更好服务

和融入“一带一路”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沿海地区高质量发展及“1+3”重点功能区建

设等国家和省重大战略，以陆桥通道为横轴，串联徐州“汉风飞

扬文化名城”和连云港“山海相拥西游名郡”，更大力度促进区域

协调联动，一体化构建“两廊两带两区”文旅特色空间体系。重点

联动打造世界级运河文化遗产旅游廊道、滨海生态旅游廊道、扬

子江世界级城市休闲旅游带以及黄河故道特色旅游联动发展带。

贯通徐州云龙湖—汉文化景区—九里山、丰县—沛县汉文化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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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连云港海州古城—连云老街、海上云台山—桃花涧等重要节

点，建设提升故黄河风光带徐州城区段，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江

苏段窑湾核心展示园、蔺家坝—北洞山—荆山桥集中展示带及潘

安湖湿地、房湾湿地、权台煤矿遗址创意园等特色展示点，连云

港“百里蓝湾、十里金沙”滨海精华段。

2．拓展“以点串线”“以线扩面”带动效应。围绕建设徐州淮

海经济区中心城市、连云港国家东中西区域合作示范区，增强跨

区域文旅资源聚合力，形成优势互补、相得益彰的省际融合发展

文旅范例。重点支持徐州联动汉文化资源富集地，开发“一山一

水两汉三孔精品游”“徐州—汉中—曲阜”汉文化精品游。支持连云

港联动丝路沿线地区，开发“连云港—洛阳—西安—敦煌”丝路风

情精品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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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设相融生辉高品质旅游目的地

3．培育独具特色的世界级旅游景区和度假区。放大徐州汉

文化发源地和汉文化资源重要保存地品牌效应，发挥连云港新亚

欧大陆桥东方桥头堡和“一带一路”海陆交汇枢纽独特优势，利用

好汉兵马俑、汉墓、汉画像石、摩崖石刻、西游记等文化符号和

孔子望海、徐福东渡等传说故事，向世界展示“大风起兮云飞扬”

的大汉气象、“扬帆千年海丝”的开放交融、“沿着黄河遇见海”的

生态安澜，打造入境游客深度体验汉风丝韵的新亚欧大陆桥休闲

度假旅游胜地。重点提升连云港花果山景区、徐州云龙湖国家

5A级旅游景区世界影响力。提档升级徐州汉文化景区、大龙湖、

大洞山、吕梁山、连云港连岛、渔湾、大伊山、潮河湾等旅游景

区度假区。推动徐州故黄河、邳州艾山九龙、连云港大圣湖、海

陵湖等国家级水利风景区和连云港海州湾国家级海洋公园、云台

山国家森林公园、花果山国家地质公园等建设。支持连云港国际

邮轮始发港、“定海神针”跨海观光索道建设，探索开通中欧旅游

专列、“连云港—泉州—厦门—广州”21 世纪东方海上丝绸之路

邮轮之旅。

4．构建魅力多彩的旅游产品体系。加强自然与人文景观的

整体保护和塑造，丰富文化体验、山水休闲、健康养生等度假旅

游产品。重点推进徐州、连云港特色旅游城市建设，支持贾汪、

邳州、新沂、东海、连云、海州等建设特色旅游县（市、区）。

提升徐州大沙河、九里湖、安国湖、连云港西双湖国家湿地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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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生态旅游功能，培育一批城市生态文化地标。延伸工业旅游、

港航旅游、体育旅游等“+旅游”产业链，支持徐工集团打造“大国

重器”工业旅游精品，支持连云港建设港口、核电、太阳能、“中

华药港”旅游区。发展徐州户部山—回龙窝月光经济街区、潘安

水镇、连云港老新浦风情街区、赣榆二道街文化街区等夜间文化

和旅游消费集聚区。拓展“水韵江苏”数字旅游卡应用，推出一批

沉浸式互动体验场景，建设一批智慧旅游景区。

5．开发贯通陆海、联动内陆旅游精品线路。发展城市深度

游和城际互动游，推动文化旅游资源古今汇合、类别融合、区域

整合，推出一批触摸大汉风华、探寻丝路印迹、打卡山川湖海等

特色专题旅游线路。加快运游融合发展，健全重点旅游目的地交

通集散体系，完善主题酒店、服务驿站、导览标识、旅游码头等

基础设施和服务配套，依托徐连高铁等发展“高铁+旅游”“高铁+

游轮”，探索串联开发沿微山湖、骆马湖、黄河故道自驾游线路。

重点打造以徐州博物馆—汉画像石艺术馆—龟山汉墓景区—沛县

汉城景区—丰县汉皇祖陵等为主的“两汉文化体验游”线路；以孔望

山—海州古城—海上云台山等为主的“海丝史迹探秘游”线路；以彭

城文脉老街—将军崖岩画—花果山石刻群—李汝珍纪念馆—赣榆

徐福泊船山风景区等为主的“历史文化研学游”线路；以马庄村—凤

鸣海风景区—宿城枫树湾景区—高公岛村等为主的“醉美山水生态

游”线路；以徐州淮海战役纪念馆—王杰精神传承红色游学基地—

连云港开山岛党性教育基地—赣榆抗日山景区等为主的“红色文化



— 7 —

传承游”线路；以丰县大沙河—督公湖风景区—房湾湿地景区—古

邳银杏园等为主的“黄河故道湿地游”线路。

（三）打造“一带一路”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高地

6．加大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力度。深入实施江苏地域文明

探源工程，加强汉文化、海丝遗址遗迹等研究阐释和展示传播，

推进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传统工艺、民

俗等非遗系统性保护，持续开展无限定空间非遗进景区活动，让

文物和非遗在新时代绽放新光彩。重点做好汉文化、盐业考古等

重大课题研究。推进徐州汉楚王墓群考古调查勘探和小孤山汉

墓、下邳古城、板浦尤庄等重点遗址考古发掘，推动花厅遗址、

藤花落遗址、梁王城遗址、孔望山遗迹群、东海琅琊郡界域刻石、

海清寺塔、连云港火车站旧址、果城里民国建筑群等研究、保护

与展示，加强徐州煎药庙西晋墓地出土鹦鹉螺杯、封土石室出土

文物等海丝遗存价值研究阐释。支持徐州香包、徐州剪纸、连云

港“国粹非遗·唱响港城”等品牌化打造，推动彭祖传说、徐福传

说、花果山传说、淮海戏、沛县汉宴等非遗项目活态展示和提质。

推进淮北海盐制作技艺永久性保护基地建设。支持连云港创建国

家历史文化名城，积极参与海上丝绸之路联合申遗，联动南京龙江船

厂、扬州城遗址、太仓浏河天妃宫、樊村泾、张家港黄泗浦、南通国

清寺开展海丝史迹研究展示宣传。

7．推动汉风和丝路瑰宝活化利用。实施汉文化品牌提升工

程、丝路艺术精品工程，推出一批传承弘扬丝绸之路精神、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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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明特色和内容优势的文艺作品，唱响新时代“大风歌”，讲好江

苏的“丝路故事”。重点加强对“一带一路”主题艺术创作引导扶

持，支持原创舞台剧《大风歌》、民族音乐剧《汉乐华章》、汉韵

情景剧《汉风飞扬》、民族管弦乐《丝路祥云》、旅游演艺《乐见

西游》《徐福东渡》、大型湖岛实景演出《彭城风华》、原创舞剧

《南国红豆》等展演巡演，鼓励江苏女子民乐团加大“一带一路”

沿线城市巡演力度。拍摄纪录片《大汉气象》。推动建设徐州汉

文化主题博物馆（园）群、石刻文化博物馆、连云港陆桥丝路文

化博物馆、西游文化博物馆、淮盐文化博物馆。培育汉乐演艺、

汉乐培训、汉乐器制作等汉文化产业，打造一批“地域特色+文化

元素”的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结合“数字丝绸之路”建设，支

持徐州打造汉文化数字资源库、连云港建设“一带一路”大数据产

业园，推出一批沉浸式主题展，在文博场馆和旅游场所营造一批

“国潮汉风”主客共享体验新场景，推动徐州黄河故道大沙河湿地

馆、连云港陇海铁路历史博物馆等智慧化建设。

（四）构筑境内外文旅交流合作示范带

8．加大优质文旅资源宣传推介。以“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为主题，在旅游宣传片中彰显汉文化、丝路文化元素，利用“游

遍江苏”“你所不知道的‘水韵江苏’”融媒体栏目进行集中展示。建

好用好“水韵江苏”全球传播中心，统筹传统媒介和新型媒介开展

线上线下主题推广，提升“水韵江苏”文旅品牌国际国内美誉度。

重点支持徐州、连云港做响城市文旅品牌。办好中国（徐州）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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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旅游节、汉文化国际论坛、西游记文化节、连云港之夏旅游节、

丝路音乐节等节庆活动，拓展“水韵江苏”文旅品牌宣传渠道。支

持徐州创建世界美食之都、连云港创建东亚文化之都。

9．提升与“一带一路”沿线文旅交流合作水平。深化与陆桥

中西部城市以及与沿线国家和重要节点城市的文旅交流合作，提

升“一带一路”强支点影响力。依托中国海丝申遗城市联盟、中国

海丝旅游推广联盟、丝绸之路国际旅游城市联盟及相关主题节庆

会展活动，广泛开展境内外文旅交流合作。重点实施“文化丝路”

计划，在考古研究、文物保护、博物馆交流、世界遗产申报与管

理等领域深化交流合作。发挥友城平台作用，办好欢乐春节、

2023“一带一路”·苏州手工艺周、中国西班牙文化和旅游年等交

流活动。提升“一带一路”铁人三项邀请赛、“一带一路”青年体育

交流周（江苏）、“丝路信使”国际自行车综合赛事等国际赛事影

响力。推动文旅龙头企业积极参与对外文化旅游项目交流，打造一批

具有地域特色和国际传播力的“走出去”文化品牌。举办大运河文化旅

游博览会“丝路与运河的邂逅”国际（港澳台）展。用好遣唐使及徐

福、张保皋、崔致远等重要人物的历史文化纽带，扩大与日韩等

地文旅交流“朋友圈”，支持连云港建设中日韩文化旅游交流基

地，打造“一带一路”国际旅游门户。

三、保障措施

1．健全工作机制。依托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议事协

调机制，加强对陆桥东部沿线文旅发展的统筹领导和工作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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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淮海经济区、长三角城市群和“一带一路”国内沿线地区协同

发展机制，强化文旅资源整合和交流协作，深化与淮海经济区文化

旅游联盟城市文旅合作，形成跨部门、跨区域协调联动工作格局。

2．强化政策支持。充分发挥省级文化旅游发展和文物保护

利用专项资金、江苏艺术基金、省旅游产业发展基金等引导和带

动作用，加大对本方案重点文旅项目支持力度，并推动纳入国家

和省重大建设项目库。鼓励沿线地区加大文旅项目和基础设施投

入，推进旅游风景道建设，优先保障重点文旅项目用地需求。坚

持绿色开发，旅游开发活动应当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及耕地和永久

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等管控要求。支持徐州

高质量建设淮海经济区中心城市。探索拓展连云港国家级跨境电

商综合试验区文旅功能。

3．督促推进实施。建立督查评估工作机制，对重大事项、

重大项目、重大平台督促推进落实，及时跟踪督导和总结评估，

加强宣传引导、强化省市联动，压紧压实责任，协调推进各项任

务落地见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