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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水而兴，因河而盛；四水环绕，五水穿城；南船北马，九省通衢……地处江苏省淮安市主城的清江浦区生态资源禀赋优越，历经 600 余年漫

漫历史的清江浦的水，也孕育出了红色文化、漕运文化、河工文化、戏曲文化、美食文化、民俗文化、名人文化等清江浦特色文化符号。近年来，清

江浦区紧紧围绕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工作，以三链联动、三心汇聚、五系融合为重点，着力打造出“三三五”全域旅游清江浦模式。

循着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提出的“四个注重”“四个推动”，清江浦区将站在第二批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这一新的起点上再次出发，久久为

功，让全域旅游的“清江浦样本”更加熠熠生辉。

在清江浦，白天循着里运河文化长廊、清晏园、淮扬菜博物馆等景

点来一场运河文化游。或者拜访苏皖边区政府旧址纪念馆、周恩来童

年读书旧址等景点，感受红色文化的熏陶；夜晚乘着画舫夜游里运河，

亦或是到清江浦区图书馆体验一场“图书馆奇妙夜”。无论何时何地，

游客皆可感受到“城市即旅游，旅游即生活”的理念已深深融入清江浦

的发展。

而这背后，离不开全域旅游相关政策制度的引领。成立以清江浦

区委、区政府主要负责人为组长的全域旅游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先后出

台《清江浦区全域旅游创建实施意见》《清江浦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创建任务分解表》等文件，将创建任务纳入全区年度目标考核……近年

来，清江浦区始终坚持高位推进全域旅游发展。

清江浦区还将全域旅游与区域发展相统一写进《城乡空间发展实

施规划》，全景式布局、一体化推进，统筹考虑旅游与城市发展，并加强

整体设计和互动联动，实现互促共进、全面发展，努力在全空间、全产

业、全时空、全要素规划中激活全域旅游开发的生态环境效益与社会经

济效益。

围绕构建“一核两区两带”的全域旅游空间结构，把清江浦全域作

为一个“大景区”来把握，高标准编制清江浦区全域旅游发展规划，突

出以水为魂、以文为脉、以古为蕴，打造“文化体验+生态观光+美食购

物+休闲度假”的综合功能体系；围绕里运河、分淮入沂二河段、淮河入

海水道、大运河淮安段“四水一环”，串联起清晏园、清江浦记忆馆、清江

浦楼、中国漕运城等重点景区以及散布其间的名人故居、名胜古迹、宗

教遗迹、古巷民居，把分散的旅游资源和景区（点）串成线、集成团、连成

片，着力打造运河区域领先、国内一流的运河旅游度假目的地。

这些举措也为清江浦区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改变。2019 年，清江浦

全区接待游客 921.5 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128.4 亿元，人均旅游消

费 1393 元，消费水平位居苏北同类城区前列，占服务业增加值比重达

18.3%，直接带动 GDP 增长 8.7%，旅游业已成为清江浦区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引擎。

而这只是开始。正如“四个注重”“四个推动”中所提到的要“注重

制度建设”，推动全域旅游创建走向常态。

健全的政策制度为清江浦全域旅游发展布好了局，而随着人们对

旅游消费的转型升级，布局之后的每一步棋也需要落子恰到好处。清

江浦区拥有 4A 级以上旅游景区 3 家，江苏省四星级乡村旅游点 1 家，江

苏省自驾游基地 1 个，文化遗产点 133 处，国家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0

处，高等级景区数量、质量位居苏北同类城区前列。当下人们对旅游的

需求正向休闲度假的深度体验转变，深化旅游产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已成为各地发展全域旅游的工作重点。

清江浦区坚持项目化推进，推动全域旅游与产业相融合。按照工

作项目化、项目责任化、责任具体化的要求，突出大项目引领大旅游，结

合项目突破年、项目提升年、重大项目提速行动、重大项目建设持久战

等活动开展，全力加快重大文旅项目建设步伐，着力打造运河文化核心

展示区。

清江浦区以投资超 200 亿元的文旅集聚区为龙头，紧扣“历史风貌

区”“文化创意区”“民俗传承区”“旅游休闲区”“特色商业区”等定位，联

动推进阅读中心、御码头运河文化中心、运河文创中心、1415 街区、都天

庙历史风貌区等“三中心两街区”项目，着力打造千里运河的璀璨明珠。

此外，清江浦区还聚焦“农业+旅游”，突出抓好投资超 60 亿元的江

苏省重大文旅项目——运都春晓田园综合体，融现代农业、休闲旅游、

田园社区等元素于一体，积极开发乡村休闲度假、生态农业观光、生态

游憩、民俗风情体验等旅游产品，打造乡村特色旅游品牌。不仅如此，

清江浦区还依托清江浦“五河七岸”的生态优势，整合里运河文化长廊、

古淮河国家湿地公园、分淮入沂二河段风光带、柳树湾湿地公园等景区

（点），深度开发运河文化游、红色教育游、生态休闲游、淮扬美食游等精

品旅游线路，持续提升生态休闲游的档次和水平。

有了硬核的产品，还需精准的营销。清江浦区打破传统“以景点为

中心”的宣传推广模式，坚持“全域化市场，一体化营销”，将旅游产品营销

与目的地推广相结合，精心策划举办春季“清江浦庙会暨百花节”、夏季

“清江浦大运河文化节”、秋季“王瑶卿戏曲艺术节”、冬季“运河马拉松赛”

等“运河文化季”系列活动，并打造了“赏运河美景”“品淮扬美食”“练掼蛋

神技”系列旅游品牌，使得运河文化的传播力、知名度持续攀升。

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推进“旅游+”向“+旅游”转变，进一

步打响清江浦全域旅游牌，清江浦区正加速项目落地，让全域旅游走向

更广阔的天地。

使用移动互联服务客户端“清江浦文旅云”查旅游线路、订票，集游

客服务、旅游投诉调处、旅游宣传体验、旅游产品销售、旅游大数据管理

五位功能于一体的全域旅游集散中心……不难发现，旅游业态越来越

丰富的同时，游客的旅游体验也得到了更大的提升。

大力发展全域旅游以来，清江浦区坚持多维度提升，推动全域旅游

与优化服务相促进。立足主城区淮安旅游“第一站”的优势，清江浦区

重点打造游客集散中心、游客服务中心、综合保障中心。其中，游客集

散中心融入全域旅游资讯查询、旅创产品展销等功能，并开通了景区

（点）间旅游直通车，组织散客旅游线路，构建快捷、迅速、高水平、全方

位的现代化旅游综合服务体系。游客服务中心则建设起全域旅游大数

据平台，开发了淮安首个文旅一体的移动互联服务客户端“清江浦文旅

云”，并加大景区、车站及周边等重点区域基础设施投入力度，着力完善

中高档酒店休闲驿站、停车场、公共厕所等公共服务设施，有效提升了

游客的服务体验。而综合保障中心更是进一步完善了旅游综合执法体

系，将公安、城管、市场监管等专属职能融入旅游市场秩序整治，定期开

展明察暗访，及时处理投诉纠纷，大力整治各种不文明旅游顽疾陋习，

净化旅游市场环境，着力打造更加安全舒适的旅游环境。

全域旅游工作的深入展开，让主客共享的美好愿景也触手可及。累

计实施中心城市建设项目 179个、总投资 889亿元，茂业时代广场、花漾城

等重大商业项目相继建成，金融中心、融尚广场、亿力商业街等重大功能

性项目加速推进，城市能级、城市首位度显著提升。先后完成 17个地块、

212万平方米棚户区的改造以及 115个、125万平方米老旧小区整治改造，

实施 10 条城市黑臭水体整治，生态文明乡镇创建率达 100%，食博中心、

新大运河桥等地标性建筑相继建成，中心城区更加美丽宜居。

值得一提的是，清江浦区还将全域旅游发展与文明城市创建、城乡

融合发展、脱贫攻坚等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大力开展旅游服务提升工

程、旅游市场整顿工程，积极引导景区周边群众发展特色餐饮、特色旅

游商品销售等商业，通过旅游带动实现直接或间接就业 3 万余人，群众

满意度、获得感显著提升。

正如淮安市全域旅游工作委员会第一次工作会议中所强调的那

样，全域旅游是一篇大文章，需要有大视野、大格局，要充分发挥全域旅

游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和经济转型发展中的综合带动作用，推动产业

围绕旅游转、功能围绕旅游配、民生围绕旅游兴、形象围绕旅游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