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烟雨大黄山 心灵休憩地”，
刚过去的国庆假期，车身印有全
新涂装的长三角超级环线高铁
G8388“大黄山”列车发出，串联起
上海、南京、合肥、杭州等长三角
城市，将黄山、九华山、西湖等著
名景点串珠成链，吸引全国各地
旅客打卡体验畅游长三角。

碰撞出新、优势互补，长三角
文旅发展相融。今年的上海旅游
节，在黄山、嘉兴、盐城、南通和靖
江等长三角城市和地区设立分会
场，以联动惠民、主宾礼遇等措
施，实现客源互送、资源互享。

■      “大黄山”列车

“沪苏浙皖”
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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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域联动
文旅“串珠成链”

■ 嘉兴号花
车亮相上海旅
游节 图  

上海“下一站”
“之前出差经常经过南通，

这里的海鲜特别美味。随着两

地交通越来越便捷，南通和上海

的交往也将更加频繁。”假期里，

上海市民王先生到江苏如东、启

东等地来了一场自然生态之

旅。“除了旅游，到这里来居住一

段时间，也是不错的选择。”

作为上海旅游节分会场，南

通通过线下展演推介、线上直播

互动向上海市民游客发出“江海

有情，南通有请”的邀约。其中，

“风从海上来”上海优秀公共文

化服务走进南通系列活动、南通

——上海“下一站”文旅推介等

活动，吸引来自上海的游客赴南

通游玩。金牌导游讲述了南通

与上海的历史渊源和一衣带水

的亲密关系，推荐了南通江海资

源、张謇文化、亲子线路和特色

美食，多角度呈现南通特色旅游

资源。

今年的旅游节设立了八个

分会场，其中设在长三角的分会

场有五个，分别是黄山、嘉兴、盐

城、南通和靖江。与长三角城市

的文旅“梦幻联动”是上海旅

游节一直以来的特色，从假日

列车客源互送、文旅消费券发

放，到精品线路推荐、一卡畅游

长三角等，长三角城市之间的文

旅融合也成为一体化发展的一

种体现。

盐城与上海同样渊源颇

深。盐城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副局长铁春燕表示，盐城拥有上

海域外最大的飞地，每年有数百

万上海游客来此康养度假，上海

已然成为江苏以外盐城的第一

大休闲旅游客源地。在“盐城味

道”特色美食品鉴活动上，品尝

八大碗、鸡蛋饼、藕粉圆等盐城

地方美食，让上海市民既饱“眼

福”又饱“口福”。

作为上海旅游节分会场唯

一的县级市，江苏靖江在南京路

步行街通过主题花车的形式，把

百里江岸线的亮丽风光、四季美

食城的幸福生活浓缩其中，向上

海市民游客展示了这座别具魅

力的滨江小城。三十余人组成

的2024上海旅游节分会场靖江

首发团从上海普陀社区出发，前

往靖江参观了牧城公园、东线第

一帆等景点，品尝了靖江汤包和

猪肉脯等特色美食。靖江市相

关负责人表示，靖江依托上海旅

游节的热点效应，通过内容丰富

的系列文体旅活动，深度融入长

三角文旅消费大市场，促进服务

性消费供给的提升，推动国际文

化交流与地区文旅资源互动。

黄山市已连续三次作为分

会场城市参与上海旅游节，今年

将通过多种方式为上海市民及

长三角游客呈上文旅盛宴。稻

田艺术周、国风汉服秀、美食嘉

年华、登山体验赛等近百场文旅

活动将在9—12月轮番登场，带

领大家解锁“登山、戏水、游村、

赏夜”新玩法。“上海是现代化国

际大都市，黄山是世界级旅游目

的地，持续深化长三角文旅一体

化合作，黄山市要主动靠上去，

精准接上去，全力融进去。”黄山

市相关负责人说。

花样“上新”
据统计，2023年长三角三省

一市累计接待国内游客25.74亿

人次，实现国内旅游收入3.1万

亿元，占中国国内旅游人次、国

内旅游收入比重分别为52.6%、

63.1%。近年来，长三角城市在

文旅方面的合作愈发紧密。

不久前举行的长三角旅游

协会联席会议上，沪苏浙皖文旅

部门“组局”推介，三省一市推出

30条精品旅游线路，从文明探

源、红色旅游、考古研学、高铁线

路等方面整合资源。

“拓展长三角区域博物馆、

美术馆、文化馆、非遗馆、图书馆

等机构的交流合作，加强馆际联

动和服务功能联通；利用长三角

三省一市高铁环线开行、枢纽城

市一体化联动，推动各地实现资

源共享、优势互补，助力‘小城’

融入‘大网’和长三角文旅资源

开发的提质增效、升级扩容；精

心打造‘长三角美好旅游目的

地’新品牌，从休闲、康养、自驾、

研学等新时代旅游趋势着手，由

点扩面，推出一批紧跟时代、贴

近人民、生态赋能、文化赋能和

旅游带动的创新做法……”沪苏

浙皖四地旅游协会共同发布了

“嘉兴宣言”，在联合打造世界级

文化旅游目的地、推动公共服务

优质优享、加强高铁枢纽城市一

体化联动等方面达成了共识。

浙江嘉兴海盐县通元镇打造

音乐节、非遗传承等活动，探索

“农文旅+康养”多元发展；绍兴黄

酒小镇推出光影艺术体验馆，带

游客沉浸式体验传统黄酒文化，

推动文旅融合焕发新活力；上海

佘山国家旅游度假区策划“科创、

人文、生态、运动、国防”五大篇章

度假研学路线；江苏周庄古镇打

造《只此周庄》行浸式多维空间

剧，带来独特文化体验；黄山市新

安江山水画廊串联起沿线村落，

游船间体会当地风土人情，均生

动展现“万物皆可游，处处是场

景”的文旅新业态……长三角地

区特色文旅花样“上新”。

“如果每个地方都各自为

政，文旅产业是没法进一步发展

的，在经济活跃、交通发达而且

文旅资源丰富的长三角区域更

是如此。”浙江省旅游协会会长

陈妙林强调，要想把资源优势转

化为产业优势，协同发展就是

“高速路”，把三省一市的旅游景

点和旅游线路串联起来，长三角

旅游才能取得更大的成功。

快进慢游
“轨道上的长三角”加速驶

来。交通网络的加密，助力长三

角地区的文旅合作。上海站至上

海虹桥站的G8388次长三角“大

环线”列车，给游客提供了更多样

便捷的出行选择。自今年6月15

日上线运行以来，截至9月29日，

长三角超级环线高铁列车累计

发送旅客约41万人次，已成为环

行于长三角的新兴高铁文旅IP。

9月30日，伴随长三角超级

大环线G8388次列车冠名“大黄

山”品牌列车首发，中国铁路上

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与安徽省黄

山、池州、安庆、宣城四地政府签

订战略合作协议，进一步发挥各

自资源优势，推进“大黄山”地区

文旅合作交流、文旅产业发展、

物流产业升级，助力打造“大黄

山”世界级休闲度假康养旅游目

的地，让“流量”变“增量”，让“过

客”变“常客”。

新近开通的杭温高铁，也缩

短了长三角多个城市的时空距

离。杭州和温州变成“1小时高

铁圈”邻居，而长三角的头部城

市，如上海、南京，也将因为这条

高铁线路获益。就在国庆前，沪

苏湖高铁正式进入联调联试阶

段，沪苏湖高铁作为上海、苏州、

湖州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重大

项目，建成运营后将进一步完善

区域路网布局，助力“轨道上的

长三角”建设与长三角一体化高

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值得一提的是，伴随144小

时过境免签政策，“ChinaTravel”

火爆不减，长三角多个城市的

文旅联动，正促进区域整体对

于境外游客的吸引力，通过协

同发展和合作机制，打开更大的

国际市场。

本报记者

唐闻宜 吕倩雯 毛丽君

■ 江苏盐城淮剧小镇内，游客与淮剧演员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