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文梦水乡，里下河文化荟萃地

“河有万湾多碧水， 田无一垛不黄花”， 这两句诗描绘的是兴化

千垛菜花盛放时的景象。 每年冬去春来之时，这片里下河水乡的灿

烂黄花都会迎来属于它的高光时刻。

自 2009年兴化举办了首届“千岛菜花节”（后更名为千垛菜花旅

游节）以来，已走过 16 个年头。 每年旅游节的举办不仅吸引了百万

游客来到水乡游玩、观赏油菜花，也为兴化的文旅市场树立了良好

的口碑。

近日，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开发司发布了 2023 年国内旅游宣传推

广优秀案例名单， 其中 “唱响花海四季歌———兴化赏花游打开乡村

文旅发展流量密码”的宣传推广案例成为江苏省唯一入选的案例。

兴化的成功经验源于自身优渥的生态资源， 更基于其精准的定

位和清晰可行的发展规划。 兴化不仅绘制出一幅优美的旅游业态画

卷，也善于把握机遇发挥自身的产业优势，在江苏县域经济发展的

队列中争当排头兵。

人文水乡兴化 绘就“千亿县”发展新蓝图

近年来，兴化

的发展欣欣向荣，

一边是农文旅发

展的高涨势头，另

一边工业经济赛

道上的号角也吹

得正响亮。

    年兴化

全市实现地区生

产总值        亿元，同比增长

    ，增速列泰州第二。其中，第一

产业增加值       亿元，同比增长

    ；第二产业增加值       亿

元，同比增长     ；第三产业增加值

      亿元，同比增长     ；工业

发展势头迅猛。

地处“锅底洼”的兴化，地势低凹

容易积水成涝，农业生产并不占先天

优势，但兴化人因势利导，大力发展

垛田农业生产和文旅经济，让水乡泽

国变身为水上沃野。

这里的大米、河蟹、香葱年年都

是大丰收，“鱼米之乡”的兴化是个不

折不扣的农业百强县，而且早已连续

多年跻身中国县域经济百强市行列。

不锈钢、健康食品和装备制造是

兴化工业经济发展的三大主导产业。

兴化的不锈钢产业起步于上世纪   

年代初的戴南镇，经过六十载几代戴

南人的奋斗，时至今日已经成为中国

最大的不锈钢原料及制品集散地。

“哪里有戴南人哪里就有不锈钢”，戴

南人的奋斗史就是兴化不锈钢产业

发展的缩影。

“中国调味品之乡”是兴化另一

个低调的名头。和戴南不锈钢产业

的发展轨迹一样，最早一批兴化商

贩走南闯北卖胡椒粉，后来售货范

围逐渐从胡椒粉发展到鸡精、调味

油、鱼汤宝等    多种调味品，再到

这两年兴化经济开发区投资的预制

菜产业园。从小小的调味品到健康

食品产业，兴化走出了自己的特色

产业道路。

兴达钢帘线、五得利面粉、华东

包装科技等都是兴化走出的知名品

牌。近年来，兴化市正在积极投资筹

建高新技术开发区产业园，并与国内

知名高校南京工业大学、华东理工大

学、上海大学等建立“产学研”合作，

促进产业的高效发展。

“企业敢干”在兴化这片沃土上

蔚然成风，这几年兴化企业紧抓转型

机遇，进行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

型，不断赋能产业新发展。如今，装备

制造（铸造）业与不锈钢产业、健康食

品产业这“三驾马车”拉动着兴化当

地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其成功跻身县

域经济“千亿俱乐部”。未来，兴化产

业的多元化发展仍在进阶中。

（文/李冉 图/兴化市宣传部）

地处江苏中部、江淮之间里下河流域腹地的兴化，古称昭

阳、楚水，有着六千多年的人类生存史。

兴化，取“昌兴教化”之意。这里历史文化底蕴丰厚，人才

辈出。古有“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水浒传》作者施耐庵，

今有从里下河乡村走出的“苏北少年”作家毕飞宇。

多年来，以毕飞宇、王干、朱辉、庞余亮等兴化作家为代表

的里下河文学，影响并引领了一大批爱好文学的兴化人参与

到文学创作中来，塑造出了中国当代文坛独特的“兴化文学现

象”。“中国小说之乡”“中国文学之乡”成了兴化崭新靓丽的城

市名片。

去年，在施耐庵故里的兴化新垛镇施家桥村举办了施耐

庵文化旅游节，广邀八方游客“来往施家桥共圆好汉梦”。在旅

游节的水浒集市上，游客不仅可以品尝、购买兴化当地特有的

美食和农副产品，还能体验一把别样的非遗文化。

说到兴化的非遗，在国内也是首屈一指的存在。截至目前，

兴化共有   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其中国家级项目  项，

省级项目  项。众多的非遗文化是兴化当地百姓千百年来生

产生活智慧的传承，以兴化传统木船制造技艺、茅山号子等为

代表的非遗项目是兴化传统文化中不可丢失的宝贵财富。▲兴化竹泓木船文化产业园 周社根 摄

水是兴化的重要旅游资源，

水乡生态美是兴化发展全域旅游

的天然优势。早在     年，兴化

就已成为江苏省首批全域旅游示

范区之一。

“水韵兴化，如诗如画”是兴

化打造全域旅游的闪亮口号，每

年春天的“菜花经济”让兴化成功

“出圈”。但油菜花的花期短，仅有

一个月左右，这成了早期兴化旅

游发展的瓶颈。如何延长旅游市

场中的“赏花经济”？兴化拿出了

两个方案：一方面，在培育技术上

做创新，先后培育出了早熟、中

熟、晚熟三个不同品种的油菜花，

以延长观赏花期；另一方面，在

“赏花经济”上做延伸，以花为媒、

以节会友，打造出“春看菜花、夏

赏荷花、秋品菊花、冬览芦花”的

四季花海文旅活动品牌。

每年  月，当金黄灿烂的油

菜花逐渐褪去颜色，生出饱满的

菜籽时，当地农人已经在为下一

季的赏花做准备。千垛菜花旅游

节、万亩荷塘荷花节、品蟹赏菊旅

游季、冬季芦花节，一年四季光阴

流转间，兴化吹响了农文旅发展

的火热号角。

但“唱响花海四季歌”只是兴

化布局发展全域旅游的冰山一

角，早在     年，江苏省领导到

兴化调研时就指出，“水资源丰

富、生态环境良好，是兴化最大的

优势和竞争力所在，要把兴化作

为全省的大公园来打造”。在这一

理念的指导下，兴化始终围绕水

生态做好文章，积极打造全方位

的旅游业态。

兴化“ 号水路”便是其全域

旅游的一条“碧玉彩带”，这条彩带

全长  公里。从乌巾荡湿地公园出

发乘船一路北上，途经千垛菜花景

区，终于李中水上森林公园，游客们

可以在这样一条曼妙的水道上尽情

感受梦里水乡的岁月悠长。

与此同时，兴化还串联起与

“ 号水路”并行的陆路旅游线，

将沿途几大旅游景区的资源整合

开发，开发打造出驿站、农家乐、

露营基地、旅游商店等旅游服务

项目，多方位满足不同游客的需

求。不经意间，这样一条“千垛美

路”自驾线路也在游客们的口口

相传中声名远扬。

    年，兴化全年接待游客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亿元，其中乡村旅游占比达

     ，有力推动了兴化乡村文

化和经济的发展。文旅赋能乡村

振兴，兴化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

的答卷。

产业发展，布局县域发展新赛道

全域旅游，打造江苏生态大公园

▲兴化经济开发区中华食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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