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盐
城
特
色
文
化
展
芳
华

撰
文
：

周
俊

王
谷
雨

周
美
含

摄
影
：

王
亚
洲

周
晨
阳

李
思
远

郜
野
乔

红色文化，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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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植根这座城市
的血脉， 一头连着历史，

一头奔向未来， 凝聚思
想伟力， 汇聚磅礴
力量———

这是革命老区，资源丰富，红色文化代代传承；

这里凭海临风，历史悠久，海盐文化源远流长；

这是戏曲之乡，多姿多彩，民间文化精彩纷呈；

……

近年来，盐城聚焦发展大局，把牢方向导向，响
鼓重锤、多措并举，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

展形象，加强文化保护与发展，推进文化传承创新，

促进文化繁荣。

弘扬红色文化

汇聚磅礴力量

即使之前从未到过这座城市， 只消花上一
两天时间， 你很快就能领略到它与众不同的气
质。 蓝天下，英武的新四军战士身背大刀、手握
缰绳， 骑着前蹄高扬的战马昂首东望……这是
新四军重建军部纪念塔， 被这里的人亲切地称
为“大铜马”。 这座位于盐城市中心的标志性建
筑， 唤起了一代代盐城人对这座城市的红色记
忆。

1925年，以盐城籍共产党员、工人运
动先锋顾正红在上海街头被日本资本家
枪杀事件为导火线而爆发了五卅运
动。 抗日战争中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
部，盐城很快成为华中敌后抗战的政
治、军事中心。 新四军在盐城领导整
个华中抗战的光辉历史， 就是一部
听党指挥、 跟党举旗的英雄赞歌，是
一部共产党人初心如磐、为民担当的
动人史诗，铸就的铁军精神，已成为
盐城最为宝贵的红色资源和精神财
富。 解放战争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
期， 盐城人民在党的领导下， 历经艰辛探
索，谱写壮丽篇章。

长期的革命斗争留下了丰富的红色资源，

全市现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 172处、 馆藏革命
文物 5766件（套），以烈士命名的镇（村）128个，

9个县（市、区）全部列入国家革命文物保护利用
片区，资源总量、重要资源数量均居全国前列。

盐城大力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 传承红
色基因，充分激发广大干部群众的精神力量。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 江苏省委理论学
习中心组在盐城新四军纪念馆开展现场教学，

《新闻联播》报道盐城市委中心组宋公碑前开展
现场学习和专题微党课。聚焦建党百年，举办了
新四军重建军部 80周年系列纪念活动和中共
中央华中局成立 80周年系列活动， 组织建党
100周年长三角红色剧目展演；《只要跟党走，一
定能胜利》入选中宣部建党百年精品展、国家文
物局核心价值观主题展；《宋公堤》 等一批著作
产生广泛影响，传承红色文化，凝聚前行动力。

秋阳下， 伫立在盐城市区的中国海盐博物
馆造型独特， 引人注目。 这是经国务院批准成
立， 全国唯一一座反映中国海盐历史文明的专
题博物馆， 集中展示海盐文化的优秀成果与时
代风采。

自然馈赠，海之盐味；天下盐城，盐之大成。

盐城自古以来就因盐得名并因盐成城， 海盐文
化贯穿了整个盐城的历史。五千多年前，盐城滩
涂就有人类活动，春秋战国先民们搭灶煮盐。汉
武帝时期元狩四年（公元前 119年）便因盐而置
“盐渎县”，东晋义熙七年（公元 411年）称名“盐
城”。唐代在盐城专设“盐监”，著名宰相晏殊、吕

夷简、范仲淹先后于
此任盐官，明代境内
盐场发展到 13 个，

清乾隆时期， 淮盐
的产销进入黄金时
代， 当初的盐场、盐
仓逐渐成为当地的城
市、集镇。至今，与海盐
相关的地名遍布盐城境
内各地。

从春秋战国的煮海为盐到
如今的现代化海盐生产， 海盐文化

从未离开过盐城人的生
活， 它们是盐城历史发展
变迁的见证者，是盐城的
文化之根。 今年 5月出版
的盐城首部长篇网络历史
小说《范公堤》，讲述了北
宋宰相范仲淹在盐城任盐
官时主持修建 180公里悍海
堰（即范公堤）、造福百姓的故

事。 9月初，由江苏省淮剧团排演
的大型古装淮剧《范公堤》在盐城市

文化艺术中心试演，不日将与市民见面。

传承海盐文化 守护城市根脉

发展民间文化 丰富群众生活

金色的九月， 位于盐城
市建湖县九龙口沙庄古村的
淮剧小镇人头攒动，观众
在欣赏淮剧演出。淮剧
小镇去年底启动建
设， 现主体建成并
部分对外开放，是
盐城市重点打造
的文旅融合产业
项目， 通过小品、

构筑物等多种方式
体现淮剧剧种元
素，呈现“戏在村中、

村在景中” 的融合景
象。 盐城以淮剧文化为

突破口， 复兴淮剧
文化、 培养淮剧人

才、 创新淮剧作品、

提升淮剧文化魅
力， 从室内演出
走向自然景观
生活场景 ，着

力打造淮剧文化生态文明
建设示范区。

淮剧，杂技，曲艺，歌舞
……盐城民间文化丰富多
彩，摇曳多姿。 淮剧，是江苏
三大地方戏曲剧种之一，被列
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 地处江淮大地的盐城，是
淮剧重要发源地与传承地，淮剧元素

随处可见，淮剧表演原汁原味。淮剧已成为盐城
独树一帜的文化名片和重要文化标识。淮剧《鸡
毛蒜皮》《小镇》等捧得文华奖，多名演员获梅花
奖，《十品村官》 奠定了对戏曲创作影响较大的
“三小题材”基础，《送你过江》《半车老师》《谷家
大事》等一系列淮剧，影响广泛，成为国内戏曲
创作中独特的“盐城现象”。

针对现代传播方式的变化， 盐城创新形
式传播淮剧，弘扬淮剧文化。 在开展淮剧数字
化保护的基础上， 建设中华淮剧官网及 APP

和 VR淮剧博物馆，进行线上展示。 与喜马拉
雅合作开发淮剧数字音频产品， 搭建数字淮
剧迷你戏亭、淮剧有声书墙、有声明信片等方
式，实现听、说、学、唱于一体的沉浸式淮剧体

验方式，线上线下同步互动推广。 8

月，盐城审议通过《盐城市淮
剧保护条例》， 为淮剧保
护传承工作提供有力
的法制保障，促进淮
剧持续发展。

杂技是盐城
又一非遗项目，历
史悠久， 在盐阜
大地具有广泛的
影响力。 位于建
湖县的江苏省杂
技团，作为中国南
派杂技的代表 ，近
年来佳作不断、 好戏
连台， 获得国际国内多

项大奖。 杂技剧《小桥·流

水·人家》拉美“云展演”，吸粉百万“一带一路”

观众，大型音乐杂技剧《猴·西游记》，曾获邀在
美国林肯艺术中心连续商演 27场， 成为世界
了解中国的一扇窗户。 2020年，江苏省杂技团
融铁军精神、 运河文化和红色文化为一体，创
演了红色杂技报告剧《芦苇青青菜花黄》。

此外， 盐城的地方民间曲艺歌舞同样精
彩。 曲艺作品数来宝《爱我你就抱抱我》，荣获
全国第十八届群星大奖。 东台的道琴、渔鼓说
唱，阜宁董振宁的幽默小品、独脚戏，盐都义丰
龙舞、秦南狮子舞，亭湖的打莲湘等民间歌舞，

都各具特色、独树一帜。 东台发绣、大丰瓷刻
入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盐城的民间文化
丰富多彩，展现出无限迷人的艺术魅力。

新四军纪念馆

红色杂技报告剧
《芦苇青青菜花黄》

新四军重建军部纪念塔

数字淮剧有声书屋

九龙口·淮剧小镇

中国海盐博物馆

历史淮剧《范公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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