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主办 

市管重点新型智库 

 

   
 

苏州太湖书院 

苏州太湖智库                           2023 年 10 月 7 日 

 

 

平江历史文化街区如何实现“在心里传承好”？ 

吉 永 峰 

习总书记苏州调研期间指出，“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是传承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宝贵财富，

要保护好、挖掘好、运用好，不仅要在物质形式上传承好，更要

在心里传承好。”如何将总书记的讲话精神落到实处，将总书记

的肯定转化为具体行动，值得认真思考、科学决策、稳步推进。 

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是有形的街道，在有形的街道里面“到处

是名胜、古迹和文化”“百步之内，必有芳草”。要将总书记的

指示——“在心里传承好”落实到位，就是要通过平江历史文化

街区这一载体，将游客目之所及、耳之所闻和身之所触的有形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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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转化为心之所向、脑之所思和内之所感，转化为弘扬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基地，转化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

宝贵财富，转化为“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和走在前列”的自豪感、

荣誉感以及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精气神”。 

一、精选展示主题，为“在心里传承好”夯实内容基础 

总书记讲的平江路历史文化街区的宝贵财富，不仅仅限于可

观、可买、可购、可娱，“在心里传承好”就要让游客在参观、

购物和游览中做到有感受、有感动、有敬畏、有启示，从而激发

出内在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汇聚成弘扬主旋律、感恩新时代

的强大动力。一要合理布局展示能够代表“韧性、耐心和定力”

等民族精神的非遗文化遗产。在平江路上商户的设定布局要合理，

建议对展示、销售“苏工苏作”之类非遗文化遗产的诸如昆曲、

古琴、宋锦、缂丝、香山帮传统建筑营造技艺、碧螺春茶叶制作

等要鼓励和支持，顾客在游览、观赏和采买中通过店家的宣传讲

解、交流互动，无形中增长了知识，陶冶了情操，增强了文化自

信和历史自觉；二是要展示能够代表“尊才用才、才尽其用”城

市气质的“状元文化”。一条平江路，走出了八位状元，进士、

举人更是不胜枚举，“状元文化”是平江路的一大特色亮点，要

在平江路上设计“状元文化”探寻线路，将钮家巷的“状元博物

院”和申时行、洪均等状元故居联动起来，为深度游、研学游以

及文化游做好铺垫，同时，要将古时“状元文化”与今日苏城“院

士故里”“两弹一星苏籍群体”“苏州科学家日”联动起来，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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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线路设计和资料发掘，展示今日苏城“人到苏州必有为”的城

市名片，凸显苏州惜才、重才、成才的城市文脉与气质；三是要

展示能够代表民族精神的“义庄文化”。1000 多米的平江路，就

有八处义庄遗址，是平江路不可多得的重要遗产，要串点呈线，

将义庄打造为平江路特色深度研学线路。义庄是北宋名臣范仲淹

在苏州的创举，在范仲淹的带领下，义庄在苏城大地前赴后继、

蔚然成风，对于消除贫富差距和社会矛盾贡献甚大。可以借助平

江路董氏义庄这一场景，将苏州独特的“义庄文化”与总书记的

讲话“生活在这里很有福气”联动起来，与今日“苏城善治”品

牌打造结合起来，与苏州今天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

精神文明建设联系起来，为凸显“代表未来发展方向”“建设中

华民族现代文明”苏城文化 IP 注入源头活水；四是要展示苏式文

化中“家国情怀”的使命担当。可以通过开辟小游园、增设小剧

场的方式，加大苏式曲艺演出力度，将深藏在大剧院、歌舞院的

“阳春白雪”展示给游客。一方面，在剧目编排时不仅要展示《太

湖美》《苏州好风光》等代表“小桥流水”的江南风物，也要将

苏州历史上的古圣先贤，如范仲淹的“先忧后乐”、顾炎武的“天

下兴亡，匹夫有责”等“家国情怀”为代表的江南风骨展现出来，

这对推动增强历史文化自信、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展

示苏州城市新形象十分重要。另外，要大胆探索，发掘和展示建

国以来尤其是新时代以来，苏州在改革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方

面的“新苏州人”群体，通过传唱宣传展示出来，为凝聚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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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振共赴中国梦的精气神，筑牢更为广泛的思想共识。 

二、提升讲解质量，推动“在心里传承好”落到实处 

平江历史文化街区，古迹是载体，文化才是灵魂。如果没有

高质量的讲解，只能沦为走马观花、逛吃逛喝的网红“打卡点”。

目前平江路历史文化街区的游客大多是外地散客、旅游团队和部

分研学群体，讲解人员参差不齐、良莠不齐，甚至部分干部研学

团队也在导游的带领下，走马观花、逛吃购物，由于讲解质量得

不到保障，一定程度上对平江路历史文化街区的形象、传播造成

了不良影响，更遑论做到“在心里传承好”。谁来讲解，讲解什

么，怎么讲解，亟待解决。一要打造一支固定、专业的讲解员队

伍。可以通过街道组织、公开招募、专家培训、考核遴选等环节

多管齐下，打造一支能讲、会讲、讲得好的讲解员团队，这对于

推动平江路历史文化知识入脑入心，进而做到“在心里传承好”

十分重要；二是积极吸纳专业人士打造“志愿者”讲解队伍。平

江路历史文化街区的讲解内容既涉及苏州的历史文化，还涉及了

苏工苏作的艺术品鉴，还要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精神文明

建设联系起来，针对部分讲解要求高的干部研学团队，可以对外

吸纳像高校、党校、干部学院等专业人士，组建“志愿者”讲解

队伍，这对于推动平江路历史传统文化“在心里传承好”意义重

大；三是要打通讲解市场的供求渠道。可以采用“苏周到”“君

到姑苏”等 APP 方式，对社会开放预约，根据讲解服务的内容、

层次的需求，按照一定标准收费，通过收取讲解费，一方面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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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质量，另外也增加了收入，保证了讲解服务的可持续性。 

三、“元宇宙+”赋能，为“在心里传承好”拓展广度和深度 

一是打造元宇宙生态空间。可利用卫星遥感、卫星成像、地

图、现场测绘和 GIS 等技术采集，生成基础景区地理 3D 信息模

型，通过对单一自然物体详细建模，再利用数字孪生技术构建数

字孪生空间。景区 3D 数字空间的建成可作为线下旅游的补充，

为游客提供低成本、便捷、身临其境、沉浸式的非接触旅游体验。

通过“元宇宙”赋能打造数字化生态空间，可推动和拓展平江历

史文化传播的广度和深度；二是强化深度体验。可以推动元宇宙

中的数字图像采集、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对平江路历史

文化遗迹进行数字化扫描、采集、归档、展示和云端保存，并利

用新型数字技术挖掘其数字价值，开发文化创意产品。例如，可

将平江路碑亭按一定比例进行数字化精致还原，通过互动屏、AR

增强现实等多媒体交互技术再现南宋版“平江图”，再通过今昔

对比，从而增强历史和文化自信。还可在部分平江路景点设计“知

识展示+密室逃脱”的互动体验，让观众在游戏的乐趣中获得个性

化的文化教育体验。三是发展数字藏品。平江路上桃花坞木刻年

画、苏绣、团扇等苏式工艺，作为特色文旅文创产品，由于被赋

予了文化元素，就具有记忆链接、情感链接和文化链接，对于加

深“在心里传承好”具有重要意义。但多数传统文旅文创产品普

遍存在同质化、缺少独特性、粗制滥造和价格偏高等问题。元宇

宙作为一种数字平行世界，可通过价值互联网将社会参与者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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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高可信、价值对等互换、去中心化的交易网络中，从而为

文化产业发展和实现平江路历史文化的“IP 元宇宙化”创造新的

机遇。例如，2022 年 4 月，由清华大学出版社与琥珀数字艺术合

作开发的 3500 份《山海经》系列首款数字藏品《精卫》对外发售，

仅用时 3 分钟便全部售罄。苏州可遴选文旅项目运营者，通过开

发元宇宙并利用网络的开放性将部分代表苏式文化的特色文创产

品、旅游博主、独立设计师、小商品制作厂共同组织在元宇宙网

络中，依托平江路历史文化故事的知名文化 IP，实现传统文化的

内在价值在元宇宙时代的生动再现，推动“在心里传承好”走深

走实。 

四、净化人文社会环境，为“在心里传承好”营造良好氛围 

整个平江路历史文化街区面积约 116 公顷，总人口 36479 人，

下辖 23 个社区，人口多、基础设施老旧，管理难度大。提升辖区

人文环境、营商环境和社会环境治理能力，对于“在心里传承好”

具有现实意义。一要依托社区，做好“苏城善治”的典范。平江

路作为外地游客的“打卡首选地”，街区形象的展示非常重要。

一方面要提升对景区卫生、环境和安全的监管水平，为“在心里

传承好”做好硬件保障工作。另外，要依托社区工作，立足马克

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结合主题教育、主题党日以

及与高校、科研院所的结对共建等形式，通过对传统文化的解读

和改造，努力打造成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阵地、加强

精神文明建设的“加油站”；二要依托商户，推出与平江历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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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相融共生的文创产品。平江历史文化街区目前有商户 126 家，

有经营苏式工艺文创产品的，有经营日用商品的，也有餐饮食宿

的，一方面要制定营业范围，分级分类规范管理，对与平江历史

文化街区定位相符合的，要通过政策目录，鼓励和引导，对差异

性较大的经营商户，要加强教育、宣传和考核力度，使之与街区

定位更加贴近，形成文化赋能商业，商业为文化增色的良性互动。

另一方面，要招引文化创意类商户落户街区，鼓励商户结合苏式

文化和民族精神，开发打造文创精品，通过对街区传统文化的创

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断赋能苏式文化的新形态，为建设中

华民族现代文明探索新路径；三要依托居民，展示良好的人文素

养。人是城市最美的风景，要推动“在心里传承好”就要让每位

当地居民成为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最为靓丽的风景，让文化为街区

增色，让居民为街区添彩。一方面可以通过美化环境，丰富居民

业余生活，涵养“一团和气”的社会氛围；另一方面，环境也在

塑造和改变人，可利用街区丰富的人文资源，举办各类人文讲座、

社区活动等，弘扬正能量、倡导主旋律，让街区的人文内涵成为

推动提升居民的人文素养的助推器，形成相融共生、互促共赢的

和谐氛围，为“在心里传承好”打造更为坚实的人文社会环境。 

 

（作者单位：江苏苏州干部学院党的理论与党性教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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