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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打造高品质文旅产品、文旅服务、文旅项目，让沉

甸甸的历史文化“活”起来，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文旅

获得感、幸福感、认同感，传承好发展好海盐文化，推

动盐城文旅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发 展 古 镇 旅 游 对 于 盐 城 而 言 意 义 重 大 。 它 不 仅 为

当地带来旅游收入，助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更满足

了游客的旅游度假需求，为游客提供了远离喧嚣、回归

自然的净土。古镇旅游的发展还为古镇历史文化的保护

提供了资金支持，实现了文化传承与经济发展的良性循

环。盐城应充分利用其古镇资源，不断挖掘和发扬古镇

的文化内涵，打造独具特色的旅游品牌，为推动经济社

会的全面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二）海盐文化与文创产品的开发

文化创意产业日益兴盛。海盐文化与文创产品相结

合，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也是对地方经济

的发展。文创产品为海盐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新思

路，海盐文化拥有独特的地方特色和魅力，应充分挖掘

和利用海盐文化，设计开发具有盐城特色的文创产品。

以盐城的海盐文化为IP，设计开发与海盐相关的文创产

品，如“盐雕”“盐小勺”“潮汐树”等系列产品。数

字化时代，可以通过数字化技术和新媒体手段，将盐城

的传统文化以全新的形式呈现给观众和游客，数字化活

态传承海盐文化。加强品牌建设和市场推广，通过举办

海盐文化活动、海盐文化展览和演出等方式，向公众展

示盐城海盐文化的魅力。此外，加强线上线下的销售渠

道 建 设 ， 建 立 文 创 产 品 的 销 售 网 络 ， 如 打 造 “ 礼 遇 盐

城 ” 文 创 旗 舰 店 、 “ 燕 舞 商 城 ” 网 上 文 创 店 等 ， 采 用

“线上+线下”的方式推广盐城海盐文化产品。

（三）海盐文化与康养相结合

康养旅游是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新趋势。随着人们

对健康、养生和美容的关注度持续增加，康养市场呈现

出快速增长的景象。康养产业作为新兴产业，旨在为人

们提供健康、养生、舒适的生活环境，海盐文化则为康

养产业提供了丰富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资源。海盐文化

与康养产业的融合将带来全新的健康生活体验，使得海

盐文化这一历史悠久的文化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海盐被视为一种天然的疗养资源，具有舒缓身心、

促进健康的功效。依托丰富的海盐文化资源，发展海盐

文化与康养产业的融合，市场前景广阔，促进健康、推

动 旅 游 业 发 展 ， 助 力 经 济 、 社 会 和 人 文 价 值 的 全 面 提

升。人口老龄化以及人们对于健康的关注推动了康养产

品和服务的发展。海盐文化与康养的融合是将海盐文化

与健康养生理念相结合，综合考量自然、健康与文化的

关系，从健康食品、康养旅游、康养美容等方面，运用

自然、健康的方式来促进身体和心理的健康，吸引人们

追求身心健康和自然平衡的生活方式。

康养活动与海盐文化融合的具体路径有海盐疗养、

海盐文化活动、海盐康养设计等。海盐被视为一种天然

的疗养资源，具有舒缓身心、促进健康的功效。通过海

盐浴、海盐石疗等海盐疗养体验，人们可以感受到海盐

对皮肤和身体的益处，促进身体的平衡和健康。结合海

风和海浪的元素，将海盐文化融入瑜伽、冥想、健身、

心理咨询等活动，为顾客提供身心愉悦的康养体验。总

之，海盐文化与康养融合创造了独特的文化体验，吸引

人们追求身心健康和自然平衡的生活方式。

（四）海盐文化的数字化发展

以数字化赋能盐城文旅业高质量发展，趋势所向，

潜力无限。随着互联网、大数据、虚拟现实等信息技术

在文旅领域加速应用，数字化已成为很多文旅项目创新

产品、优化体验的重要方式，人们期待通过多种方式体

验旅游地的地方文化、风土人情。

海 盐 文 化 要 传 承 和 发 展 ， 必 须 顺 应 时 代 潮 流 ， 推

动海盐文化数字化发展迈上新台阶。通过互联网、虚拟

现实等信息技术，运用更新颖、更吸引人的数字形象推

动海盐文化形象深入人心。借助抖音、哔哩哔哩、微信

公众号等平台介绍海盐文化、宣传海盐文化，让海盐文

化在网络生态中不断“出圈”。海盐文化的数字化发展

不仅可以更广泛、更有效的传播海盐文化，还为古老的

海盐文化注入新的活力。因此，开发更多数字化体验产

品，发展沉浸式互动体验，融合传统的神秘与时代的魅

力，以数字化手段推动盐城文旅融合发展，对于讲好盐

城故事，展现厚德盐城形象具有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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