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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融合了手作趣味与历史

积淀的工业旅游越来越受到关注，成

为各地区和工业企业发展特色文旅的

新机遇。 江苏高淳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高淳陶瓷”）依托陶瓷文化

倾力打造的国瓷小镇，正是探路“工业

+旅游”跨界融合的独特样本，旨在传

承我国千年陶瓷文化、展示当代国瓷

风采，积极探索传统制造业与文化创

意、旅游教育产业融合发展的新模式。

历经五年多的发展， 高淳国瓷小

镇已经形成了集陶瓷文化博览、 工业

匠心研学、深度体验旅游、双向互交教

育相结合的全新文旅业态， 成为高淳

旅游的一张响亮名片， 也成为中国陶

瓷文化的一个重要展示窗口。如今，高

淳陶瓷博物馆被列入全国工业旅游示

范点, 高淳国瓷小镇亦被评为“长三角

十佳慢生活旅游网红打卡特色小镇”。

文旅融合背景下

“国瓷小镇”应运而生

驱车来到南京高淳经济开发区汶

溪路 387 号， 独特的珐琅瓷瓶标志、

陶瓷窑炉铺陈的平安大道、水墨瓷瓶

支撑的小镇客厅、晶莹润泽的洁白建

筑……处处彰显出浓郁的陶瓷文化。

这里便是著名的国瓷小镇。

发展工业旅游，工业是基础，文化

是内涵， 旅游是传承的载体和方式，三

者缺一不可， 最终落脚点都是促进产

业不断提档升级。因此，在文旅融合的

大背景下， 为实现劳动密集型产业向

文化创意和高新技术产业转型升级，

高淳围绕该公司厂区打造特色“国瓷

小镇”，建成国际先进的骨质瓷生产线

基地并与服务业融合， 力争将国瓷小

镇打造成为世界级的陶瓷文化旅游目

的地和我国重要高技术陶瓷产业基地。

据了解，国瓷小镇规划形成“一

镇”“两片”“三区”“四大产业” 的空间

结构和产业布局。“一镇”即中国国瓷

小镇；“两片”即高淳陶瓷新、老厂“两

片”；“三区”即布局发展的国瓷科创产

业区、 国瓷文旅体验区和国瓷生态生

活区；“四大产业”即国瓷科创产业、国

瓷文创产业、国瓷文旅产业、国瓷生态

宜居产业。

坚持创新发展

讲好中国陶瓷文化故事

不久前， 商务部发布新一批中华

老字号认定名单， 包括江苏高淳陶瓷

在内的 17 个江苏老字号品牌入选。

事实上，高淳陶瓷成立于 1958 年，在

江苏老字号企业中算是比较“年轻”

的。 60 多年的发展历程中，这家企业

每隔几年就要转型再出发。

“2010 年前， 我们几乎是纯外贸

企业，凭借物美价廉的优势，产品遍布

全球 100 多个国家， 出口陶瓷产品 10

亿件，成为我国陶瓷行业创汇、创利大

户。 ”江苏高淳陶瓷副总经理王贵夫感

慨，2010 年后，他们明显感受到国内市

场的巨大需求，尤其是 2014 年以来连

续为北京 APEC 峰会、“一带一路”国际

合作高峰论坛等制作国宴餐瓷后，“中

国风”瓷器受到国内消费者的热捧。 高

淳陶瓷一举成名， 于 2020 年被授予

“中国当代官窑”荣誉称号，成为中国当

代国瓷领军企业和我国最具影响力的

日用陶瓷品牌之一，这也让高淳陶瓷以

前所未有的自信姿态走向未来。

“国瓷”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瓷界

产品设计与制作的最高水准， 代表了

中国瓷器的最高水平。那么，如何才能

借国瓷讲好中国故事呢？ 在高淳陶瓷

博物馆内，设有中国历史名瓷展、中国

当代国家用瓷展、 中国陶瓷艺术大师

作品展以及高淳陶瓷品牌瓷器展等，无

声地诉说着中国瓷器源远流长的积淀

和璀璨历程，为游客了解瓷文化、了解

中国打开了一扇窗。展馆内一套套精美

绝伦、风格各异的国宴用瓷，更是诠释

了当代中国国瓷风采和最高技艺。

比如在北京 APEC 峰会中，“盛

世如意” 珐琅彩国宴瓷就采用了独特

的国韵黄、浮雕金等工艺，提炼了中国

传统吉祥符号“如意宝相纹”，寓意“盛

世华章，如意太平”，比喻亚太地区美

好、繁荣、和平的发展愿景；而在“一带

一路高峰论坛”中，整套“丝路国宴”融

入了大唐文化元素，采用高温色釉、珐

琅彩和手工描金工艺相结合， 展现了

传统的中国韵味和当代中国陶瓷工艺

的最高标准，以瓷的名义诠释了“一带

一路”国家战略所体现的“和平、交流、

理解、包容、合作、共赢”的精神。

一件件精美的陶瓷作品， 凝聚着

高陶人的智慧与技艺。近二十几年来，

高淳陶瓷坚持以创新推动传统产业发

展，大力推进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工

艺革新。一方面，高陶人大力推进企业

转型升级， 相继建成了国际先进的骨

质瓷生产线基地、 窑变釉炻器生产基

地、 蜂窝陶瓷生产基地和陶瓷文化产

业园， 成功实现了从主要依靠低成本

竞争到依靠高技术取胜的转型升级，

为我国传统陶瓷业的转型发展和高质

量发展发挥了示范作用；另一方面，通

过“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大力培

养非遗传承人才并建立有效的激励机

制。目前，高淳陶瓷已形成一支国际一

流的陶瓷设计创意团队， 通过设计瓷

器的造型、颜色来表达中国文化、讲述

中国故事。

60 多年来，高淳陶瓷始终融合中

国传统文化，用心演绎东方元素，其作

品和创意， 总能让人感觉到一种品质

的沉淀，一种文化的回归。正如王贵夫

所说的那样， 他们将持之以恒提高产

品质量和创意设计能力， 努力把高淳

陶瓷打造成为百年企业和国际知名品

牌，让陶瓷这一张“国家名片”更加流

光溢彩。

“听、看、做、用”一体化

工业旅游释放更强生命力

当产业融合成为大势，“工业 +

旅游” 也赋予了高淳陶瓷更多的成长

空间，包含高淳陶瓷博物馆在内，一个

业态更全、 特色更明的中国国瓷小镇

正在崛起。

王贵夫认为，工业旅游将知识性、

趣味性和参与感完美结合在一起，形

成了新型的深度旅游方式， 现在已经

成为研学旅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高淳陶瓷是集传统文化、 工业文明和

现代休闲旅游融合发展的一个平台。我

们希望能将科技、艺术、工业更好地结

合，让人们能更直观地参与到工业旅游

中，使陶瓷文化可观、可感和可体验。 ”

王贵夫介绍，在国瓷小镇，游客们

可以实现“听”“看”“做”“用”四个环节

的深度游。听，是游客在高淳陶瓷博物

馆内，通过听博物馆讲解员的讲解，全

面了解久远灿烂的中国陶瓷文化和当

代中国陶瓷的风采；看，是游客在陶瓷

生产线上， 可以近距离知晓陶瓷是如

何从原料成为一件件精美的工艺品

的；做，是在占地 120 亩的陶艺苑 DIY

体验区内，游客可以体验拉坯、捏瓷、

画瓷等手工陶艺全过程；用，是游客可

以现场体验国瓷就餐和选购瓷器，享

受美好健康的生活方式。

此外， 科技赋能为国瓷小镇打造

深度体验游插上了智慧“翅膀”。 国瓷

小镇利用 5G、云、大数据、人工智能、

AR、VR 等数字化技术在内的各种技

术，对传统陶瓷文化旅游产品在内容、

流程、体验方式上改造升级，设立了智

能陶瓷快速烧成炉， 最快只需 6 小时

即可烧成游客定制的陶瓷作品； 陶瓷

3D 打印机配合专门研发的软件及模

型库， 只需游客提供创意即可实现所

想即所得；搭建了自主购物平台，扫码

购物，一键下单，送货到家，为游客呈

现全新的文旅产品和服务。

放眼未来，高淳陶瓷还有新思路。

“我们正在着手打造二期国瓷小镇，定

位是陶瓷文化旅游目的地， 预计可承

担 120 万人次的年游客量。 ”王贵夫

透露， 二期国瓷小镇计划打造 5 万平

方米左右的陶瓷文化博览区， 在现有

博物馆的基础上， 利用高淳陶瓷老厂

房及江南村落改建、改造，将工业遗存

合理保护、开发，分别展示中国各大名

瓷，打造博物馆城。 另外，还将对陶瓷

创意产业园区进行提档升级， 计划引

进 100 个大师前来创业；丰富旅游配

套，引进餐饮、住宿等相关门类，同时

进一步延伸和升级产业。

“国瓷小镇不仅仅属于高淳陶瓷，

它更是一个地方的特色小镇。未来，高

淳陶瓷将进一步丰富陶瓷文化的内

容，吸引更多相关企业前来投资兴业，

共同形成高技术陶瓷产业的创新高

地， 力求将国瓷小镇打造成国瓷新地

标和江苏文化的新名片。 ” 王贵夫表

示。 （陈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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