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规划》明确，推进建设以南昌
为旅游中心城市，九江、上饶、萍
乡、赣州为旅游门户城市，景德镇、
鹰潭、抚州、吉安、宜春、新余为旅
游节点城市的城市旅游体系。依
托滕王阁、古窑民俗博览区、武功
山、大觉山、龟峰等重点旅游景区，
连点成线扩面，打造红色经典、陶
瓷文化、环鄱阳湖、最美乡村等旅
游线路，推广革命伟人诗路、赣鄱
唐宋诗路、江西山水诗路等一批文
化和旅游精品线路。

深入挖掘海昏侯国遗址历史
人文价值，推进南昌汉代海昏侯
国遗址公园建设，突出文化遗产

展示和汉代文化体验，高标准创
建国家 5A 级景区和国家考古遗
址公园，建设成为世界级大遗址
公园旅游目的地和中华文化旅游
新地标，打造“北有兵马俑，南有
海昏侯”品牌。以南昌汉代海昏
侯国遗址公园为核心，推进汉文
化研究基地、汉文化小镇等文化
和旅游项目建设，加强紫金城城
址与铁河古墓群保护利用，协调
推进以遗址公园为中心的文化和
旅游集聚区发展，打造包括观西
裘家特色文化村、汪山土库等周
边文化和旅游资源在内的南昌汉
代海昏侯国文化旅游区。

建设以南昌为旅游中心城市的城市旅游体系

为加快推进江西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建设更具影响力的
文化强省和旅游强省，近日，我省下发《江西省“十四五”文化和旅
游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规划》提出，到2025年，赣鄱文化
软实力进一步提升，社会文明程度得到新提高，人民群众精神生活
日益丰富，文化赋能和旅游为民、旅游带动作用全面加强，文化事
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和重要支撑，
成为国家文化和旅游产业重要基地。

南铁7日迎来国庆返程高峰
记者7日从中国铁路南昌局集

团有限公司获悉，10 月 6 日南铁发
送旅客 61.5 人次，江西、福建分别
发送旅客51.5万、10万人次。10月
7日，南铁迎来国庆假期返程高峰，
预计发送旅客83万人次。

铁路部门充分发挥高铁成网
优势，对高铁线路实行高峰运行
图。10月7日，南铁在南昌至南城、
景德镇、婺源、萍乡、高安、新余、赣
州等城市间，福州至三明、建宁、南
平、武夷山、福鼎等城市间增开 97
列往返城际动车组列车；在南昌至
长沙、上海、广州，赣州至上海等方
向加开直通高铁16列，最大限度增

加铁路运输能力，满足返程旅客出
行需求。

为应对假期返程客流高峰，南
铁管内各大车站开足售票、改签及
退票窗口，并设置快速进站乘车

“绿色通道”，完善车站引导标识，
在车站售票厅、进站口、候车室、站
台、地道等关键处所增派工作人员，
确保旅客有序通行。目前，电子客
票已全面推广实施，南铁管内全部
车站实现售票、进站、检票、乘车、出
站全流程刷证出行。厦深高铁、昌
赣高铁推出定期票、计次票新票种
服务，丰富了旅客的出行选择。

同时，铁路部门严格落实站车

测温、通风换气、卫生保洁、日常消
毒等疫情防控措施，在做好疫情防
控的基础上，优化旅客出行体验。
吉安西站和泰和站的进出站口各
增设 1 台具有红外测温筛查、智能
预警、语音交互等多功能的“非接
触式”自动测温机器人，使得测温
速度和旅客通行率得到大幅提高，
实现全过程“零接触”测温；厦门站
每4小时安排保洁人员对车站范围
内的所有卫生间、门把手、盥洗台、
水龙头、电梯扶手等重点部位进行
擦拭消毒，为旅客提供安全清洁的
候车环境。

（金婉）

记者近日从中铁四局城轨分
公司获悉，9月30日，由中铁四局
城轨分公司承建的朝阳新城真君
路隧道实现全线通车。

据了解，真君路隧道东邻象
湖旅游景区，北起九州快速路（水
厂路），南抵九州大街（象湖隧
道），全长约1.8km，其中隧道长约

1km，配套市政道路改造 0.8km。
隧道规划双向四车道，铺设沥青
混凝土路面，设计时速为40公里/
小时。

真君路隧道于 2020 年 6 月 6
日开工，隧道主体于 2021 年 4 月
14日贯通。

（胡镖范景楠 记者 林卓旎）

南昌朝阳新城真君路隧道全线通车

今年国庆假期，旅游市场十分
火爆。10月7日，携程发布了《2021
年国庆假期出游总结报告》，在经
历了暑期旅游高开低走后，国庆期
间各地迎来了补偿式出游热潮，全
国多地知名景区连续多日入园量
达到峰值。

那么，哪些城市旅游最热？携
程平台数据显示：国庆旅游TOP10
目的地为：北京、上海、成都、广州、
重庆、杭州、深圳、西安、武汉、南
京。受北京环球影城 IP 带动的关
注度提升，北京超越上海、拔得今
年国庆旅游目的地头筹。成都再
次回升至国庆旅游目的地前三、重
庆近年首次进入国庆旅游目的地
TOP5城市行列。

根据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发

布的数据显示，10 月 1 日-4 日，全
市重点监测的199家旅游景区（地
区）累计接待游客771.1万人次，同
比增长3.1%，与2019年基本持平；
营业收入 55189 万元，同比增长
14.4%，比 2019 年增长 82.8%。此
外，近期大热的北京环球度假区10
月1-4日共入园人数10.5万人。

值得注意的是，在十大旅游目
的地城市中，除了西安之外，其余
城市均为我国经济总量前十的城
市。而西安作为千年古都和大西
北地区的龙头城市，不仅旅游资源
十分丰富，而且人口总量已经位居
全国第八。整体上看，近年来，在
人口向大城市、都市圈集聚的同
时，大城市的旅游也越来越火热。

广东省体制改革研究会执行

会长彭澎对记者分析，现如今，很
多人选择到一座城市旅游就是为
了去体验当地的饮食、文化、生活
习惯等。大城市不仅美食、各种吃
喝玩乐的地方多，而且各种基础设
施和服务都很好，旅游起来很省
心，吸引力大。同时，近年来随着
城市群、都市圈的发展，尤其是高
铁、城际铁路的建设，城市群内旅
游火热，大城市是重要的交通枢纽
和旅游集散地，很多人到大城市
后，会到周边城市转转。

此外，受疫情影响，部分城市
跨省游仍未开放，但目的地关注度
在持续回暖，携程平台最被期盼旅
游回归的目的地为：厦门、澳门、哈
尔滨、泉州、福州。

（据第一财经）

国庆热门旅游城市：北京上海成都排前三

记者从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
获悉，由南昌市文化广电新闻出
版旅游局、八一起义纪念馆主办
的江西首部革命沉浸式实景剧

《那年八一》9月 29日在南昌八一
起义纪念馆内首演。

据南昌市文广新旅局局长
万利平介绍，南昌是军旗升起的
地方，人民军队从这里走来，是
重要的红色革命圣地。今年是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100
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下，人民军队历经了无数艰苦卓
绝的英勇斗争，谱写了一曲波澜
壮阔的革命之歌。可以说，《那
年八一》剧目的推出，对于南昌
这座英雄城来说，具有特殊而重
要的意义。

《那年八一》是江西首部无
剧场实景剧。故事以 1927 年南
昌起义为主线，通过多主角、时
空并行交汇的第三人称叙事方
式，回溯 94 年前发生在江西大
旅 社 内 的 那 段 惊 心 动 魄 的 历
史，展现一代中国青年为八一

起义谱写的热血壮歌，零距离
感受小人物告别家乡、参加革
命、坚定信仰的感人故事。以

“零距离触摸历史”的形式，弘
扬八一精神，传承红色基因，赓
续红色血脉。

不同于以往舞台话剧常见的
镜框式“坐着看”，《那年八一》采
取了当下备受推崇的新型观演形
式——“走着看”，通过打破传统
戏剧表演中的“第四堵墙”，重新
定义观众与演员的关系。剧本在
观演中巧妙地加入了互动环节，
观众可以换上军装，成为剧中角
色，不断感受场景变化；观众可
以与演员零距离，甚至直接搭
戏，参与剧情发展。导演熊伟介
绍:“剧目会在革命旧址上进行实
景创作，通过剪影视频及声光电
技术手段，真实营造夜间出演、
历史重现的氛围。让观众成为
剧中人，每个人都能融入情景化
身为演员，在馆内与人物命运一
起沉浮。”

（记者 林卓旎）

江西首部革命旧址沉浸式实景剧
《那年八一》首演

充分发挥我省作为全国红色
旅游首倡地的优势，推动红色旅游
实现高质量发展。促进红色旅游
与乡村旅游、研学旅游、生态旅游
等业态融合，建设一批红色旅游小
镇、红色旅游街区、红色旅游产业
园等，推动南昌、井冈山、瑞金等地
打造红色旅游融合发展示范区。
举办一批红色旅游节事活动，增强
红色旅游吸引力。打造江西红色
旅游精品航线，做实“南昌—井冈
山—瑞金（兴国、于都）”红色旅游
航空线路。

完善城市多元消费体系，打造

“名品”“名街”“名节”品牌，建设和
提升一批具有区域标识度、多业态
融合的消费场景，打造富有特色的
夜间消费精品活动和项目，建设夜
间消费集聚区。优化城市公共服
务设施布局，完善和提升城市旅游
服务功能。支持南昌在推进城市
旅游中发挥龙头引领作用，打造

“天下英雄城”名片。
大力发展以南昌、宜春樟树、

抚州、上饶为核心的中医药康养旅
游项目，打造一批国家中医药健康
旅游示范区（基地），构建我省中医
药康养旅游新高地。

实施入境旅游振兴行动，出台
入境旅游发展支持政策、奖励扶持
办法。精准开展入境旅游市场营
销，依托境外知名专业机构在直航
城市开展江西旅游营销活动。推
动增加赣州等对外开放口岸城市，
加强江西国际空港口岸建设，争取
在南昌实施外国人 72 小时过境免
签政策。推动新增和加密南昌昌
北国际机场至境外重点旅游城市
的航班，开通和加密赣州、景德镇、
宜春、上饶、吉安等城市与国内著
名入境旅游目的地的直航航班，提
升入境旅游便利化程度。 （金婉）

争取在南昌实施外国人72小时过境免签政策

《规划》明确，实施红色基因代
代传工程，弘扬发源于江西的井冈
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等伟
大革命精神，深入研究阐释安源精
神、八一精神、老区精神、方志敏精
神等，推动革命精神具体化、时代
化、标志化。打造红色文化保护传
承示范基地，建设“红色名村”。推

动南昌、井冈山、瑞金等地建设红
色旅游融合发展示范区。加强革
命历史档案文献资料的征集、整理
和出版工作，着力推出一批高质量
学术研究著作和红色文艺精品。
实施一流博物馆建设工程，使国家
一级博物馆数量、国家等级博物馆
总数名列全国前茅。

筑牢传承红色基因精神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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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发布“十四五”文旅业发展规划
建设以南昌为中心的城市旅游体系

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一体建设，逐步形成主城区和中心
镇 15分钟、一般村镇 20分钟的“公
共文化服务圈”。加速现有文化和
旅游公共设施提升改造，提高设施
设备现代化水平。实现省、市两级
文化馆、公共图书馆全部达到国家
一级馆评估标准，县级文化馆、公
共图书馆普遍达到国家二级馆以
上评估标准。建设一批文化和旅
游综合服务设施，构建主客共享的
文化和旅游新空间。鼓励公共文
化机构在城市新区、开发区建设分
支机构、服务网点。推动公共文化
服务设施嵌入旅游景区，在旅游设
施和旅游服务中增加文化元素和
内涵。创新打造融合图书阅读、艺

术展览、文化沙龙、轻食餐饮等服
务的“城市书房”“文化驿站”等公
共阅读和艺术空间。

推动公共图书馆、文化馆、博物
馆、美术馆、非遗馆等建立联动机
制，加强功能融合，实行免费或低收
费开放。全面实施图书馆、文化馆
总分馆制度。推动群众文化活动蓬
勃发展，建设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推动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融入城乡
居民生活，充分保障未成年人、老年
人、残疾人和流动人口等特殊群体
文化权益。推进城市游憩绿道、市
民广场、郊野公园等公共设施建设，
更好满足群众休闲需求。

实施文化惠民工程，鼓励发放
“文化惠民卡”“文旅体一卡通”，组

织开展文化惠民消费月、消费季等
活动。推进文化消费综合体、特色
文化街区建设。推进文化消费数
字化、网络化进程，建立文化消费
大数据库。推广电子票、“云排队”
等网络消费新方式，提升数字化预
约能力，提高消费便捷度。依托

“三间”（夜间、乡间、网间）、“三区”
（景区、园区、街区）、“三创”（文化
创意、科技创新、品牌创建）、“三
馆”（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挖掘
文化消费潜力。建立文创产品开
发企业联盟。推动创建国家文化
和旅游消费示范（试点）城市、区域
文化和旅游消费中心城市，创建 6
个以上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
费集聚区。

健全公共服务设施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