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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 

沉浸式工业旅游赋能九江文旅高质量发展研究 
陈琼 

（南昌大学共青学院  江西九江  332020） 

摘要：在文旅产业转型背景下，九江依托独特的工业遗产资源与生态文化优势，积极探索新型旅游发展模式。本文通过分析九
江工业旅游资源禀赋与文旅市场需求，提出了以场景营造、科技融合、文化挖掘为核心的创新发展路径。研究揭示沉浸式体验在活
化工业遗产、延伸产业链条、塑造城市品牌等方面的独特价值，为九江建立工业+文旅融合新格局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研究
结果表明，通过精准定位市场客群、创新体验形式、完善服务配套，能有效实现工业遗产价值转化与文旅产业提质增效的双重目标。 

关键词：沉浸式体验；工业遗产；文旅融合；城市更新 
 
引言 
当前，文旅产业正经历从观光式消费向深度体验的转型浪

潮，工业旅游作为新兴业态展现出强劲发展动能。九江作为长
江经济带重要节点城市，既承载着百年工业文明积淀，又具备
江湖交汇的生态文化特质，在文旅融合发展方面具有先天优势。
但传统工业旅游普遍存在体验形式单一、文化内涵不足等问题，
难以满足现代游客的多元化需求。下面我们将试图解决文旅产
品同质化困局，通过建立多维体验场景实现工业遗产活化与文
化价值再生。研究重点在于挖掘九江工业旅游资源与地域文化
的契合点，建立可持续的文旅融合发展模式，为资源型城市产
业转型提供新思路。 

一、九江文旅产业发展现状与机遇 
作为江西省唯一通江达海的城市，九江正面临文旅产业升

级的关键时期。独特的区位条件与丰富的资源禀赋为其创新发
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 
九江的工业发展历史可追溯至近代，现存棉纺、造船、机

械制造等工业遗存 20 余处，其中 8 处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这些工业遗址集中分布在长江沿岸，与庐山文化资源、鄱阳湖
生态景观形成空间联动。例如，原国营九江纺织厂的锯齿形厂
房、老式纺织机械，直观展现了上世纪工业风貌；湖口县的老
造船厂遗址，则保留着码头、船坞等设施，成为记录长江航运
历史的实物见证。 

近年来，九江交通条件显著改善。高铁网络覆盖全市 80%
的区县，庐山站、九江站成为重要枢纽，2 小时内可抵达武汉、
南昌等周边城市。便捷的交通为工业旅游提供了客源基础。同
时，滨江工业带通过道路改造，将分散的工业遗址串联成线，
游客可沿江游览不同时期的工业景观。不过，当前工业遗址的
开发仍以静态展示为主，互动体验项目较少，部分建筑因年久
失修存在安全隐患，亟需系统性保护与活化利用。 

（二）市场需求转变与政策导向 
当下，传统“走马观花”式旅游已难以满足市场需求。调

查显示，25-35 岁游客群体中，超过 60%更倾向于参与性强、
文化内涵深的旅游项目。在短视频平台，“工业风打卡地”相
关话题播放量超 5 亿次，印证了市场对工业旅游的关注。九江
的工业遗址兼具历史厚重感与机械美学特征，具备开发沉浸式
体验的先天条件。 

在政策层面，国家《“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将工业
旅游列为重点培育领域，江西省 2023 年出台《工业遗产保护利
用行动计划》，明确对符合条件的项目给予资金补助。九江已
申报 3 处工业遗产纳入省级保护名录，并试点将老厂区改造为

文创园区。但对比沈阳 1905 文创园、青岛啤酒博物馆等成熟案
例，九江在主题策划、科技应用等方面仍有提升空间。 

二、沉浸式工业旅游的核心价值体现 
沉浸式体验通过多维感官刺激与情感共鸣，有效提升旅游

产品的文化传播力与市场竞争力，为工业遗产注入新活力。 
（一）空间叙事重构 
九江的工业遗址往往保留着特定历史时期的生产场景，但

传统展陈方式难以让游客感知其背后的故事。以九江老船厂为
例，厂房内锈迹斑斑的龙门吊、废弃的船体构件若仅作静态展
示，容易让参观流于表面。通过引入 AR 增强现实技术，游客
扫描特定设备时，手机屏幕可叠加虚拟影像，还原上世纪工人
焊接船体、调试机械的真实场景。在纺织厂遗址中，全息投影
技术能将纺织女工操作老式织布机的动态影像投射到现存机台
上，配合纺织机的运转声效，使游客直观了解生产工艺变迁。 

（二）文化记忆激活 
九江动力机厂旧址的改造实践表明，沉浸式体验能唤醒工

业遗产的情感价值。厂区内保留的机床设备、生产标语、职工
食堂等元素，构成完整的工业生活场景。通过设计一日工人体
验动线，游客可领取仿制工牌，在讲解员引导下操作简化版机
床模型，参与生产竞赛游戏。装配车间改造的多媒体剧场，用
环幕投影再现建厂初期的艰苦创业历程，结合老职工访谈影像，
让年轻游客理解"三线建设"时代的精神内涵。而且当地设计的
工装体验区提供了不同年代的工作服供游客穿戴拍照，背景墙
还原了不同时期工厂大门实景。这种具身化的参与方式，使游
客不再是旁观者，而是通过角色代入建立起与工业历史的共情。 

（三）产业链延伸创新 
工业旅游的经济价值不仅限于门票收入，更在于带动周边

产业协同发展。以九江某改造后的陶瓷厂为例，主厂房保留陶
窑遗址作为参观核心区，同时划分出陶艺体验区、设计工作室、
工业风咖啡馆等复合空间。游客在观摩传统制陶工艺后，可亲
手拉坯制作陶器，作品经烧制后邮寄到家。这种观赏-动手-消
费的一站式体验，将游客停留时间延长 2-3 小时，显著提升消
费意愿。 

夜间经济的开发方面可利用厂区高大空间打造的沉浸式光
影秀，通过激光投影在砖墙上演绎陶瓷文化故事，配套推出限
定款夜游票。原职工宿舍改造的 LOFT 民宿，保留红砖墙、铁
艺楼梯等工业元素，床品采用厂区老布机织造的粗纺布料，形
成独特的住宿体验。文创商店开发的微型陶窑摆件、釉彩杯垫
等衍生品，取材于厂史档案中的设计图纸，既具有纪念价值又
规避了同质化竞争。此类创新使工业旅游项目的非门票收入占
比提升至 40%以上，形成可持续的运营模式。 

三、九江特色发展路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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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根据九江当地的资源特质，建立一核三带空间格
局，即以中心城区工业遗存为核心，沿长江、鄱阳湖、庐山形
成主题体验带，打造差异化产品体系。 

（一）产品开发策略 
九江工业旅游产品的开发需紧扣“可参与、有深度、能共

鸣”的原则。以老火车站的改造为例，现存的两层站房、铁轨
遗迹和信号塔是铁路文化的天然载体。在保留建筑原貌基础上，
可在候车厅内复原蒸汽机车驾驶室的操作台，设置模拟驾驶装
置。游客通过拉动仿制闸把、观察仪表盘变化，感受早期铁路
运输的运作方式。月台区域可铺设透明玻璃栈道，下方嵌入铁
路发展史的时间轴图文，配合耳机中的列车轰鸣声效，形成时
空穿梭的沉浸感。调度室改造成互动游戏区，利用触控屏设计
虚拟铁路调度任务，游客需根据实时“车次表”调整轨道信号，
成功完成任务可兑换纪念票根。 

同时，在厂区主要通道部署蓝牙信标，游客通过微信小程
序获取 LBS 定位服务。当靠近梳棉机遗址时，手机自动弹出上
世纪女工操作设备的短视频；行至纺织车间旧址，AR 功能可叠
加虚拟的棉纱生产线，展示从棉花到布匹的完整流程。这种“走
到哪看到哪”的导览方式，既避免大量硬件投入，又能让游客
自主探索。针对老年游客，可在入口处提供预装导览程序的平
板设备，简化操作流程。 

最后，还可通过走访九江老技术工人，整理机械维修、船
舶焊接等领域的口述历史，录制“师傅带徒弟”式的教学短视
频。在动力机厂旧址设立实践教室，中学生可在此拆卸组装简
化版柴油机模型，体验“公差配合”等机械原理。 

（二）服务体系建设 
工业旅游服务的关键在于解决“散、乱、难”的问题。线

上平台建设可依托“庐山旅游”官方公众号，新增“工业探秘”
板块。游客输入停留时间、兴趣标签后，系统自动推荐包含交
通接驳方案的个性化线路。例如选择“半日亲子游”，会优先
推送陶瓷厂陶艺体验+动力机厂模拟车间路线，并显示各点之间
的公交班次。针对团队游客开发预约系统，厂区参观需提前选
择时段，避免高峰期拥挤。 

在讲解服务方面，需分层分级。基础讲解员培训侧重历史
知识准确性，要求能说清九江工业发展脉络；高级讲解员增加
互动技巧培训，学习如何引导游客参与场景体验。在双语服务
方面，重点完善指示牌的中英文对照，针对外籍游客提供语音
导览设备，内容避免直译专业术语，例如将“纺纱机”译为“Cotton 
spinning machine”而非“Textile equipment”。 

（三）品牌塑造与营销 
“江湖工业记”IP 的打造需要具象化载体。比如设计系列

漫画角色，如以九江老火车头为原型的“江小铁”、纺织女工
形象的“绣娘阿九”，通过微信表情包传播扩大认知度。工业
文化节可设置“年代体验日”，在动力机厂旧址举办 80 年代工
厂运动会，设置扳手腕、叉车运货（模型）等怀旧比赛项目，
优胜者奖励印有厂徽的搪瓷杯。 

或者与抖音合作发起“发现九江工业美”挑战赛，提供标
准化拍摄素材包：包含老厂区定位打卡点、AR 特效滤镜（如给
视频添加棉絮飘落特效）。设置阶梯奖励，点赞超 5000 的视频
创作者可获赠陶瓷厂定制茶具。VR 云游直播选择有代表性的场
景，如老船厂遗址的日落时分，主播佩戴全景相机带领网友“穿
越”到船坞作业现场，直播中穿插老工人访谈。 

同时与庐山景区联合推出“上午游含鄱口，下午玩机械厂”
的一日套票，在庐山东门设置工业旅游宣传展架，投放优惠券
二维码。与鄱阳湖生态游船公司合作，在船舱播放九江工业纪
录片，靠岸后组织游客参与“寻访沿江工厂”定向越野活动。

这种联动既能共享客源，又能突出九江“江湖交汇处，文明共
生地”的独特定位。 

四、可持续发展保障机制 
工业旅游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多方协同与制度保障。建议从

资金筹措、标准制定、利益协调、人才培养四个维度构建支撑
体系，确保项目开发与运营的良性循环。 

1.资金筹措与管理：设立工业旅游专项基金，资金来源可
包含政府文旅专项资金划拨、企业社会赞助、项目门票收入分
成（提取不超过 15%）三部分。基金优先用于遗址保护性修缮、
数字化导览设备采购、安全设施升级等基础投入。例如，老船
厂遗址的钢结构加固、纺织厂消防系统改造等工程可申请基金
支持。建立由文旅局、国资委、企业代表组成的基金管理委员
会，每季度公开资金使用明细，确保专款专用。 

2.技术标准与规范：制定《九江市工业遗产旅游开发导则》，
明确三类标准：一是建筑改造标准，要求保留 70%以上原有建
筑结构，新建设施需采用可逆性安装方式；二是设备维护标准，
对仍在运行的百年机床等文物级设备，规定每日最长启动时间
及操作人员资质；三是安全标准，要求所有改造项目通过消防、
应急双验收，游客动线设置需预留 1.2 米以上安全通道。 

3.利益协调机制：建立“三方分成”模式，如原厂区产权
方（如国资公司）占运营收入的 30%-40%，用于遗产维护；运
营企业占 50%-60%，承担日常管理成本；剩余 5%-10%纳入社
区共建基金，用于改善周边环境。鼓励老职工参与旅游服务，
优先录用为现场管理员或技术顾问，按工时支付劳务费。在陶
瓷厂改造项目中，可设置周边店铺租金收入的 15%反哺原职工
家属区物业改造，同时建立定期沟通会机制，及时化解商户与
居民的矛盾。 

4.人才培养与评估：与九江职业大学合作开设“工业旅游运
营”定向班，课程包含遗产保护法规、设备基础操作、沉浸式技
术应用等实务内容。学生在动力机厂等实训基地完成 200 小时岗
位实习后，可获得行业认证资格证书。建立季度评估机制，通过
游客扫码评价系统收集体验满意度、二次消费金额、平均停留时
间等数据，每季度召开运营方、专家、社区代表三方研讨会。 

结语 
沉浸式工业旅游为九江文旅高质量发展开辟了新赛道。通过

技术创新与文化赋能，不仅能实现工业遗产的保护性开发，更能
培育城市经济新增长点。未来需在体验深化、业态创新、品牌建
设等方面持续发力，使工业文明与当代文旅消费实现有机融合。
这种发展模式对同类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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