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池州市文化基因解码赋能工程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认真落实全省扎实推进繁荣兴盛的

文化强省建设大会和省、市旅游高质量发展大会精神，守护

文化根脉，解码文化基因，擦亮文化标识，努力实现中华民

族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加快建设文化名

市和高品质旅游强市，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围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以解码文化基因为切入点，深入挖掘池州长江文化、禅修文

化、戏曲文化、诗词文化、红色文化、家风文化、民俗文化、

茶文化、美食文化、生态文化等丰富内涵，系统阐释文化价

值，提炼文化标识，扎实推进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在建设大黄山世界级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国

家文化和旅游消费试点城市和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加快

建设高品质旅游强市中注入文化动能。 

二、主要目标 

坚持“有利于转化利用、便于发展传承”原则，充分挖

掘我市文化内涵，确定重点文化元素，进行基因解码和转化

利用。到 2024 年底，建立一个系统的、科学的池州文化基

因数据库，建设一批示范文旅项目，打造一批文化景区村庄，

创作一批优秀演艺作品，培育一批优质研学基地，研发一批

特色文创产品，打造一批品牌文化活动，推广一批文化主题



线路。 

三、重点任务  

（一）全面调查摸底，梳理文化元素 

立足全地域、全时空、全要素开展调查摸底，充分利用

现有文化资源普查调查成果，对当地文化元素进行系统梳理

并形成工作清单，围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从当地文化现象入手，根据地理气候、文物

古迹、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人文、生活习俗、文史典籍等

基本文化形态类别进行梳理，力求抓住文化元素中最具有代

表性、最核心的文化要素，精准把握文化基因及其形成、发

展、变革的历史脉络，形成以县级为单位的文化元素清单，

系统摸清家底，从而做到精准精确解码、精细精致用码。 

（二）解析文化元素，构建文化基因库 

依托文化元素的梳理，以县区为单位，从物质要素、精

神要素、语言和象征符号要素、制度规范要素等四个维度提

炼出其中最关键、最为核心、不可替代的文化基因，并从生

命力、凝聚力、影响力、发展力四个维度进行特点评价，总

结形成体现池州地域特色的文化基因，加以记录、保存、保

护和发展。 对区域独有文化以及文旅重点项目，要集中力

量，先行解码。在对文化元素进行科学的、系统的解码基础

上，每个文化元素形成一个文化基因登记表，每个县形成一

个文化基因解码报告，市级建设一个系统的文化基因数据库。 

（三）突出创新创意，推动解码成果应用 

充分发挥优质文化基因的内在力量，把文化资源转变为



高质量发展动能。开放文化基因数据库，解码工程成果社会

共享。实施文化基因赋能工程，综合运用各种政策、资金，

鼓励、引导市场主体利用文化基因解码成果打造新产品、新

业态。 

1.建设一批示范文旅项目。统筹各行业各领域资源和优

势，推动特色文化基因活化利用，建设文化活态展示场馆，

打造一批辨识度高的文化地标。盘活历史街区，推进九华山

博物馆项目建设，常态化举办“太白吉市”夜游活动。挖掘、

阐释“小三线”精神内涵，推进展示和利用项目的谋划和建

设。健全呈现方式，推动秋浦河诗歌文化和生态文化可知可

见可感可触可融。推动旅游景区、旅游度假区、旅游街区等

利用优质文化基因，谋划、建设新业态项目。 

2.打造一批文化景区村庄。坚持“一村一品”、特色化、

差异化发展理念，解析优秀文化基因，提炼文化标识，突出

艺术设计，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因地制宜打造文化属性突出

的景区村庄，打造傩文化、贵池民歌、东至花灯舞、石台目

连戏、青阳农民画等艺术村。深挖红色记忆和红色文化，赓

续红色文化基因，发展红色旅游。聚焦非遗、美食、生态、

红色等元素，打造一批乡村旅游精品村，形成点上有风韵、

线上有风光、面上有风景、群上有产业，彰显池州风韵的高

品质旅游目的地。 

3.创作一批优秀演艺作品。坚持正能量、有感染力、为

群众所喜爱的原则，立足现代审美，推动池州傩戏、青阳腔、

东至花灯舞、贵池民歌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化利用，创排一



批符合时代要求和市场需求的作品。坚持文化内涵、科技赋

能，推出元宇宙等新型文化演艺业态。鼓励旅游景区、旅游

度假区、乡村旅游点、旅游民宿集聚区结合实际打造演艺产

品，推出行进式、沉浸式演出，支持开展池州傩戏、青阳腔

等特色文化进景区活动。培育微型夜间演艺项目，丰富夜间

文化供给，发展夜游经济，增强过夜游客体验感。 

4.培育一批优质研学基地。聚焦研学旅行内涵和特征，

结合资源禀赋，针对性设计研学内容，开发优秀传统文化、

自然生态、知识科普、体验拓展等类型的产品。推动传统古

村落、名胜古迹、博物馆、非物质文化遗产馆、非遗传承基

地、红色纪念馆、旅游景区、乡村旅游点、工业遗存等，提

升展陈方式，满足不同群体、不同功能的研学需求，打造优

质研学教育基地。合理设计研学旅游线路，加强与院校合作，

共建校外实践教育基地，精准开展研学旅行宣传推介活动。 

5.研发一批特色文创产品。鼓励各类博物馆、图书馆、

文化馆、纪念馆、非物质文化遗产馆与广告设计、旅游景区、

民宿、非遗工坊等市场主体深度合作，建立优势互补、互利

共赢的合作机制。运用优质文化基因，赋予九华黄精、秋浦

花鳜等“地理标志产品”深厚文化内涵，开发艺术性和实用

性有机统一、适应现代生活需求的文化创意产品，鼓励开发

兼具文化内涵、科技含量、实用价值的数字创意产品。 

6.打造一批品牌文化活动。创新设计具有地方独特文化

基因的活动，增强活动吸引力和能级。创新举办“长三角康

养旅游嘉年华”“长三角民歌邀请赛”、杏花村文化旅游节



等品牌文化活动，优化九华山庙会、石台茶文化节、青山之

阳九华原乡、东至菊花节、青山庙会、陵阳百家宴等文旅活

动的形式和内容，鼓励乡镇举办非遗技艺、传统民俗、消费

市集等特色文旅活动，放大活动品牌影响力。 

7.推广一批文化主题线路。以文化为主题，统筹休闲、

观光、康养等要素，推出池州傩戏寻秘之旅、李白游秋浦诗

歌之旅、茶文化体验之旅等特色文化 IP 旅游线路。建立完

善线下载体，优化消费环境，改善消费体验，强化宣传推广。

配合开展《跟着书本去旅行》摄制，推出一批反映民俗、手

工艺、戏曲、人文典故等内容的短视频，进行集中展示。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全市文化基因解码赋能工程纳入

市加快建设高品质旅游强市工作中统一调度推进。本次文化

基因解码赋能工程以县区为解码区，各县区人民政府和管委

会是文化基因解码赋能工程的主体责任单位。各县区要组建

专家咨询队伍和解码工作队伍。专家咨询和解码工作队伍中，

要注重吸纳基层一线文化工作者、民间文化爱好者等参与，

应吸收历史文化、旅游、环保、地理、生物、建筑园林、烹

饪美食等方面的专业人员参加。 

（二）坚持实用原则。以应用为导向，除邀请专家学者、

一线文化工作者、民间文化爱好者参与外，要积极邀请市场

主体参与，突出文化创意设计，通过艺术创作、文化活动、

文旅融合等途径，提升文化体验质量，激发市场活力，促进

优质池州文化基因更好地传承和利用。各地应结合自身文化



资源、文化基因解码成果和全市文化基因解码赋能工程重点

任务清单，制定本地年度重点任务清单。加强宣传推广，促

进解码成果广泛知晓和应用。 

（三）强化资金保障。在市财政每年统筹安排的旅游强

市建设引导专项资金中切块安排文化基因解码赋能工程专

项资金，用于工程实施和对有关县区（项目）的补助。各地

文化和旅游部门应通过财政部门积极筹措资金，保障工程顺

利开展。 

（四）加大督导考核。市领导小组建立统计评价制度，

根据工作导则、时序安排，设置文化基因解码赋能工程评价

指标，评价结果作为县区文化旅游工作年度考评重要指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