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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润富
打造文化高地“好风景”

夜幕降临，步行不到 15 分钟，温州市民曾
华来到社区附近的一家城市书房。“嘀！”用电
子图书证里的二维码一扫，坐下来可以静享阅
读时光，读完之后还可以再借一本回家。在温
州，这些“书房”的灯彻夜明亮，照亮读书的市
民，成为街头一道温暖的风景。

这就是城市书房，它昼夜陪伴，让城乡“人
人享有”图书馆变成现实，为公共图书馆破解精
神共富难题提供了生动的实践样本。短短几年
时间，温州已建成城市书房112家，引领全国近
200 座城市建成 4300 余家。城市书房已成为
公共文化服务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品牌之一。近
日，温州“深化城市书房建设，打造城乡一体文
化惠民共富”，被评为浙江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
同富裕示范区最佳实践（第一批）名单。

以人文之美推动精神富有，让文化供给成
为精神富有“催化剂”，温州文化的“风景”不仅
局限于城市书房。经过十年积淀，温州市民文
化节“没有围墙的剧场，不落幕的舞台”这一品
牌形象已经深植市民心中。文化节期间，文化
服务送基层，老百姓足不出户便能享受触手可
及的文化服务；文化活动火热开展，充分挖掘、
激发和释放了民众的文化创造力；一项项文化
走亲深入开展，老百姓尽情享受文化成果。市
民文化节的清风不仅让温州本地市民达到了
审美的享受和自我的提升，也让许许多多在温
州工作生活的外来建设者增强了对温州的认
同感、归属感和自豪感。以润物细无声的姿态
留住地域文化，更给了市民深爱故乡的理由，

这就是文化的魅力。
“温州拥有 5000 年文明史、

2200 多年建城史，孕育了多元
开放、富有特色的瓯越文化和

人文精神，我们要保护传承
好温州独特的文化基因，

建设更具活力的‘千年商
港’。”温州市文化广电

旅游局主要负责人说，眼
下温州还提出建设“中国

民办博物馆之城”，作为保护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示弘扬宋韵瓯风千
年文脉、助力打造“千年商港、幸福温州”的重
要载体之一。如永嘉县瓯忆文化博物馆，坐落
于三江街道瓯窑小镇，入选省乡村博物馆，与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唐代坦头窑遗址相邻，
脱胎于瓯忆新瓯窑研发设计中心，是一座以瓯
窑文化为研究展示传播核心的民间博物馆。
场馆面积约1000平方米，展出500多件古今瓯
窑瓷器，市民可以通过最直观的方式，了解瓯
窑的发展历史，对比古今瓯窑作品的美学特
点。该博物馆的兴起，不仅为群众提供了丰富
的文化供给，也带动了周边居民就业、促进了
乡村产业发展。

此外，温州立足“非遗在社区”国家试点，
创新建设首家“非遗百家坊”，推动温州非遗走
入千家万户；打造全民艺术普及新模式，拥有
7.6 万名团员的 2700 多支乡村艺术团，每年为
农村群众提供 1.2 万多场公益活动，实现了从

“送文化”到“种文化”的根本转变；深化社会力
量办文化，全市民间兴办的博物馆、美术馆是
公办的5倍，社会力量参与建设管理城市书房、
文化驿站超 40%。温州聚焦文化工作新方位，
增加优质公共文化服务，打造文化高地“好风
景”，文化润富，让百姓的精神富足。

产业富民
唱响文旅融合“致富经”

你见过五月的“雪”吗？每年 5 月，油桐花
竞相开放，白花簇簇，微风拂过，树下落花如
雪，成了初夏一道靓丽风景。走进永嘉楠溪江
的灵运仙境景区，乡贤林乐宣畅谈助力乡村共
富梦，他早年外出经商，如今带着项目回家乡
投资景区开发，让“灵运仙境”成为体验式的网
红景区。过去只是个山沟沟，如今焕然一新，
名声在外，景区与村民共享收益。

在泰顺县，类似的故事在更多上演。村尾
村拥有近千年历史，两年前引入杭州趣村游文
旅集团作为业态发展运营商，以“一米、一娱、
一宴、一宿、一节”为场景，将“五古”文化打造
成五养产业；华东大峡谷氡泉旅游度假区集温
泉度假、文化体验、峡谷观光、农旅体验、主题
乐园、休闲娱乐于一体，大手笔投资166亿元开

发，带动当地百姓发展。
温州将文旅项目作为乡村振兴“新引

擎”。坚持将项目建设作为农村发展、农
业转型、农民致富的重要渠道，有效推

动“风景”变成“产业”、“生态”化为“财
富”，切实以项目“小切口”牵引乡村

振兴“大发展”。乐清市下山头村
与回归乡贤达成村企战略合作，
带动村民由传统种植收入模式

向“薪金+租金+股金”的“三金”收
入新模式转变。泰顺县柳峰乡墩头

村，精心打造云岚牧场农旅精品项
目，极大带动民宿、农家乐等业态蓬勃

发展，吸引了600多名在外乡贤和青年返
乡就业创业，真正让“空心村”变“网红村”，

让“先富”变“共富”。
不仅如此，整村微改造成为产业发展“主

平台”。按照“深处挖掘、小处植入”的要求，
温州最大程度保留老建筑原貌和村落建筑肌
理，深入挖掘当地历史人文资源，融汇各类文
化旅游要素，大力引进新业态、新品牌，着力
打造“吃住行娱购游”全要素整合的旅游综合
体，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瓯海
区山根村依托 131 幢明清、民国及建国初期建
筑，“整村微改”打造老建筑“活态博物馆”，并
引入专业公司开发运营打造“山根音乐艺术小
村”都市休闲文旅标志性项目，成为市民游客
寻访记忆、闲步游览的“后花园”。苍南福德
湾古村历史上是因采矾炼矾而生、而盛的村
落，通过对整村进行保护性修复、开发，既保
留了矿工村原貌，又注入了当地特色业态。目
前，村民年人均收入由 3 年前的 3 万余元增长
到了 5 万余元。其中当地的肉燕产业，2021
年实现年产值超 2 亿元，并解决劳动就业近
7000 人。

文旅融合，唱响百姓“致富曲”。

数字赋能
改革活力放大“新优势”

聚焦“数字文化”跑道，突出实战实用、实
惠实效，紧扣群众所盼、未来所向、温州所能，
谋划一批引领性、标志性的重大数字化改革项
目。温州正在打造文化和旅游领域数字化改
革的标志性成果，写好数字文化改革文章。

温州各地数字化文旅新场景正不断涌
现。在洞头区，智慧文旅项目打通公安、交通、
气象、综合执法、景区等多部门数据壁垒，汇聚
包含景区景点、宾馆住宿、旅游购物、特色餐
饮、文娱场所、公共服务设施等47类数据，并实
现省市区三级文旅部门的数据互联互通，为文
旅数字化管理和服务提供支撑。每到旅游旺
季及重大节假日，可通过住宿业分析系统掌握
游客画像以及各酒店民宿入住率等数据，实现
精准统计分析，从而为规范引导区内酒店民宿
产业健康发展和精准市场营销提供客观依
据。在瓯海区，“错峰乐游”智慧服务应用场景
作为揭榜挂帅项目，受到游客的好评。

温州市鹿城区松台街道茶花社区“茶花未
来城”数字文旅服务平台，是全省“旅游大脑+智

慧旅游”多跨场景建设的领先之举，村民纷纷点
赞。它拥有“邻里街坊”“享看世界”“乐娱舞台”

“君在松台”四大板块，涵盖了吃、住、行、游、购、
娱等六大旅游元素，搭建了“智能导航”“社区直
播”“虚拟全景”“行程定制”“交通联动”等不同的
融合应用场景，带给社区居民和广大游客更多
的参与性和体验感，比如百姓舞台线上预约、居
民线下拼团、游客下载优惠消费券等。

在文旅数字化改革过程中，温州市文化广
电旅游局重视构建和落实服务找人·E 游温州
三部曲，即通过贴近服务访到人、针对服务寻
到人、细化服务帮到人。今年以来，在浙江数
字化改革的大潮中，温州文旅数字化建设全面
铺开，数字化改革亮点纷呈，力争全省上游。

迈开新步子、展现新作为，尽快形成文旅
系统数字化改革标志“硬核成果”，加快形成实
用实战实效新能力，努力交出数字化改革高分
报表。眼下，温州聚焦“数字文化”跑道，突出
实战实用、实惠实效，紧扣群众所盼、未来所
向、温州所能，谋划建设一批引领性、标志性的
重大数字化改革项目。

来温游客查看来温游客查看
《《温州旅游指引温州旅游指引》》

五马历史文化街区

小坝坊·慢生活音乐文创街区

温州江心屿风光
苏巧将 摄

温州城市书房温州城市书房

走在温州街头，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总能随处感受到城市书房带来的温暖；走进山区乡村、城市老街，“风景”变成“产业”的故事随处能听到；

文旅大脑、“文脉传承”数字化场景开启文旅事业新篇章⋯⋯温州文旅在“千年商港、幸福温州”城市品牌的牵引下，率先探索打造了一批可看、可感、

可复制的共同富裕场景。温州正奋力迈向新时代文化高地、国际化休闲度假旅游城市。

走在温州街头走在温州街头，，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总能随处感受到城市书房带来的温暖总能随处感受到城市书房带来的温暖；；走进山区乡村走进山区乡村、、城市老街城市老街，“，“风景风景””变成变成““产业产业””的故事随处能听到的故事随处能听到；；

文旅大脑文旅大脑、“、“文脉传承文脉传承””数字化场景开启文旅事业新篇章⋯⋯温州文旅在数字化场景开启文旅事业新篇章⋯⋯温州文旅在““千年商港千年商港、、幸福温州幸福温州””城市品牌的牵引下城市品牌的牵引下，，率先探索打造了一批可看率先探索打造了一批可看、、可感可感、、

可复制的共同富裕场景可复制的共同富裕场景。。温州正奋力迈向新时代文化高地温州正奋力迈向新时代文化高地、、国际化休闲度假旅游城市国际化休闲度假旅游城市。。

洞头海岛风光洞头海岛风光 孙新尖孙新尖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