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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点到线处处景
串珠成链皆风光

在有着宁波“城市绿肺”之称的鄞
州公园，一丛丛苍劲的鼠尾草星星点点
的紫色穗状花序昂扬着，在秋风的轻抚
下，翩跹起舞，空气中洋溢着草木独有
的芬芳。草木环绕中，伫立着今年 7 月
开馆的周尧昆虫博物馆。紧邻着这间
博物馆的，是一座由玻璃建造而成的小
红帽咖啡体验馆，走进去处处可见昆虫
元素，无论是文创产品的展陈还是咖啡
茶具的选用，随处可见巧思。

周尧昆虫博物馆负责人朱海燕介
绍：“这座咖啡馆就是依托旅游业‘微改
造、精提升’工作出现的旅游新业态，是
博物馆的配套项目之一。原先只是一
个狭小的闲置房间，现在扩容升级了，
不仅可以让人休闲小憩，还定期开展研
学课程、音乐市集等，丰富了人们的体
验，为博物馆之旅增添了诸多新亮点。”

有机叠加更新，正是目前鄞州旅游

业“微改造、精提升”工作的一大思路
——充分激发现有资源、项目的“边际
效应”，围绕旅游核心吸引物、旅游目的
地及旅游接待场所进行有机提升，从而
由点及面地营造全域旅游的更高品质
体验。

值得一提的是，周尧昆虫博物馆也
是鄞州区公园城市景观线的重要节点
项目。据了解，2021 年以来，鄞州围绕

“一年成形、两年成景、三年出彩”总目
标，全力推进10条精品线路创建，实现
由景点建设向全域推进的美丽嬗变。

在美丽风景线上，明珠璀璨。东吴
天童老街宋韵汉服展示馆、云龙端午风
情滨水绿道、姜山“未来乡村”体验馆等
一批旅游业“微改造、精提升”项目，通
过“小更新、大变样”“小创意、大收获”
带给游客更精致的旅游体验；凰山农旅
体验区、宁波中心丽思卡尔顿酒店、宁
波新世界广场K11、十方牧云小镇等近
30 个大型文旅项目将落地推进，为城
市擦亮“乐游鄞州”新名片。

精品线路同时也为鄞州旅游业“微
改造、精提升”工作提供了另一种科学
思路。通过点线面结合，点上着笔、线
上串联、面上共美，鄞州文旅更显活力、
更见品质。

艺术振兴赋新能
富美画卷启新篇

如果说精品线路拉开了鄞州旅游
业“微改造、精提升”工作的大框架，那
么艺术赋能则凝聚起精神内核，让文旅
高质量发展有效汲取所在地文化精神，
打造深度转化的金钥匙。

为此，鄞州启动艺术振兴乡村（社
区）工作，引进中国人民大学丛志强教
授团队、中央音乐学院和市社科院等机
构，将艺术振兴乡村与全域旅游创建、
美丽宜居村建设紧密结合，通过艺术赋
能村民，激活村民内生动力，就地取材
进行“微改造、精提升”，计划建成10个

村（社区）试点，形成联动融合的艺术振
兴示范区。

如今，诸如城杨村这样的网红艺术
村星星点点散布在鄞州，不仅焕发新
颜，完成了入口门头、河岸、亭溪等布景
的亮化提升，还引进了特色农场、私房
餐馆、甜品店、咖啡馆等业态，补齐了游
客原本在村里“坐不下来”的短板，带动
农民增收。

借助“花卉观光、星空露营、野趣玩
乐、夜间消费”等多元互动，鄞州将休闲
主题站点进行有序串联，带给游客更佳
的沉浸式游玩体验，增强了对游客的吸
引力。位于东钱湖镇的俞塘村，就是一
个生动写照。仅一年多时间，从艺术振
兴乡村初尝甜头，到打造宋韵耕织园植
入特色产业，俞塘村“宋韵文化+农旅
融合”乡村富美模式开始逐步实现“吸
引人、留住人、能赚钱”的目标。如今，

“艺术振兴”点亮美丽乡村，已经成为鄞
州的一张“金名片”。

事实上，艺术不只振兴乡村，也
同样在赋能社区。仇毕社区党群服
务中心盘活闲置空间，怀揣浓郁乡愁
打造毕春芳艺术馆。该馆展示了著

名越剧艺术家毕春芳的生平事迹和
艺术成就，同时展陈毕春芳家乡的发
展变迁，让艺术馆也成为见证仇毕蝶
变的场所，为鄞州再添一张文化新名
片。

如今鄞州的旅游业“微改造、精提
升”工作不再仅聚焦物理形态，而是更
多考虑数字赋能、科技助力，打开思路，
为旅游品质升级、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
源源动力。

譬如，宁波科学探索中心顺利完
成智慧云屏项目的建设，通过智慧云
屏对接业务系统、视频监控等 IOT 硬
件设备，在实现运营数字化管理的同
时，打造具有生命力的数字 3D 科技
馆，衍生出更多符合受众喜好的内容
和体验。

随着全区精品线路打造、“艺术振
兴乡村”等工作的深入推进，鄞州区文
广旅体局紧紧围绕物质富裕、精神富有
的目标，持续推进旅游核心吸引物、旅
游目的地、旅游接待场所的“微改造、
精提升”，突出艺术赋能、体验互动，强
化运营思维、品牌打造，多元撬动，在
精雕细琢间，以“微改造”绣出新面貌，

以“精提升”绘出新画卷，激活文旅融合
新格局，为高质量推进全域旅游提供新
灵感。

（图片由宁波市鄞州区文化和广电旅
游体育局提供）

鄞州：“微改”妙笔起华章 展现文旅新气象
陈潇奕 沈 丹 金 婷

“半城半乡”是宁波市鄞州区的特色，自浙江省启动旅游业“微改造、精提升”行动以来，鄞州聚焦旅游业“微

改造”，以“微改”妙笔勾勒出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新图景。

从乡村到城市，鄞州于“微”“精”处见“诗和远方”，以主客共享为导向，不断提升旅游环境，完善基础设施，丰

富业态布局，持续推进旅游业品质提升和高质量发展，全区文旅风貌焕然一新。2021年以来，全区旅游业“微改

造、精提升”项目已入库65个，总投资额约1.9亿元，完成投资约1.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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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码文化基因
擦亮地方标识

招宝山是镇海第一个国家级 4A
级景区，同时也是镇海第四批精品路
线——“海天雄镇”文化体验线的重要
节点之一，有威远城、鳌柱塔、宝陀寺、
镇海口海防历史纪念馆等众多景点。
然而，由于踞江控海，地势险要，旅游
产业的拓展受到一定制约。镇海从

“宋韵”“海防”等文化中吸取灵感，通
过微创意、微更新打造景区新风貌。

今年国庆期间，招宝山旅游风景区
举办了“庆国庆、寻宋韵”主题游园活
动。在沙场表演区，一众“士兵”穿戴盔
甲，模拟古代军营训练的场景；在古风集
市，摊主们身穿宋代服饰，卖力吆喝着传
统手工艺产品。蹴鞠、射箭、套圈、投壶
等宋代文人雅士喜爱的娱乐项目令人目
不暇接，短短3天，就吸引了3万人次前
来体验。

“我家就在附近，听说这里有‘宋
韵’活动，就带着女儿过来了解中国传
统文化。亲身经历，对历史会有更深刻
的认识。”一位陪伴女儿游园的市民说。

除了与宋韵相结合，镇海还于今年
9 月推出了具有地域特色的蓝色海丝
游、红色海防游、绿色乡趣游、古色文化

游、金色研学游等 5 条特色微游研学线
路，仅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吸引了近千
名学生前来体验。“研学游将出游的快
乐和求知的满足有机融合，是新兴的旅
游业态。”镇海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
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运营商浙江春秋国际旅行社营销
经理褚盈说：“商帮文化、海防文化和宋
韵文化都是镇海旅游的鲜明特色，对青
少年有着很大的吸引力。我们在镇海
推出的春野秋梦等研学游项目，受到广
泛好评。”

无独有偶，在文化基因带动旅游
创新上，秦山村通过挖掘乡村美学文
化资源，利用原地貌改造山水融合景
观，成为精品线路“烟雨江南风情线”
上的一颗明珠；长胜村通过深挖历史
资源，将闲置旧仓库、民居改造成九龙
湖红色历史陈列馆和知青博物馆，并

推出研学游、红色游等专题文化旅游
线路；十七房村发挥郑氏十七房明清
古建筑群落优势，改造提升“春野秋
梦”营地⋯⋯

此外，镇海还聚焦康养文化，打造
香山缘红牡丹国际家园、九龙安泰医养
综合体、宁和园等融合项目，并引进了
悦榕庄酒店。下一步，镇海将在“微”上
发力，在“精”上破题，以文促旅，以旅彰
文，打造更精致有内涵的旅游产品。

构筑共建空间
推动产业发展

今年国庆假期，本地游、近郊游成
为旅游市场主体，人们在“微旅游”中悠
享慢时光。镇海以“五精工程”为指引，
丰富假日产品和服务供给，发布了以时
尚律动之好玩、尽享美食之好吃、优质

流行之旅拍、亲近自然之治愈为主题的
4种微度假新玩法。

搭 建 好 框 架 ，镇 海 敞 开 文 旅 大
门，加强要素供给，撬动更多社会力
量参与到当地旅游业“微改造、精提
升”中，并引进知名运营团队，帮助旅
游目的地在短时间内升级体验、丰富
业态、完善产业链，最终实现高质量
发展。

在永旺村，除了网红景点稻田咖啡
馆，近期又多了一个露营好去处——营
中无物露营基地。温暖的阳光下，从宁
波市区自驾而来的游客正在帐篷下料
理食材、准备午餐。到了晚上，大伙儿
围坐在篝火旁，抬头是夜空，耳畔是悦
心的歌曲，身心都得到了放松。

事实上，不久之前，这里还是一片
杂草丛生的空地，运营商乡伴集团邀请
设计师通过对廊道和公共区域进行整

体设计改造。改造后的营中无物露营
基地以白色为主色调，7 个帐篷搭配消
费公共区域和活动公共区域，可用餐、
可住宿，成为镇海“露营经济”的又一个
代表。

同样的变化还发生在九龙湖镇秦
山村草坪湿地公园，村企合作打开了乡
村经营的新思路。在引入音乐、娱乐、
美食等元素的同时，一顶顶帐篷撑起了
消费的“新风口”。湿地公园改造后，秦
山村客流量增长近60%，周末日均车流
量突破 500 辆，游客量近 2000 人，同
时，带动了周边 10 家农家乐、民宿的发
展，日均营业额提升超过30%。从观光
游到体验游，从景区游到全域游——

“草坪经济”的红利在这里得到了体现。
与此同时，镇海着手做深农旅融

合，高标准打造了横溪“休闲旅游+乡
味”、朝阳“农田采摘+田园”等 23 个各
具特色的精品村庄，累计创建完成 3 个
4A 级景区镇、23 个景区村，景区村庄
覆盖率突破60%。

持续推陈出新，全力打好“文旅
牌”，镇海正实现从“颜值”到“品质”的
能级提升。未来，镇海文旅将继续以

“山—湖—城—村—景区”为核心，打造
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新格局。

镇海：旅游业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徐子胭 罗瑶映 杨剑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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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湖海风情兼具，历史文

化底蕴深厚，宁波市镇海区通

过文化赋能、业态植入，盘活闲

置资源，揭开了文旅高质量发

展的新篇章。

镇海，位于甬江入海口，是

“海上丝绸之路”起碇港，享有

“ 海天雄镇”“ 浙东门户”的美

誉。这里有“商舶所经，百珍交

集”的繁华记忆，还有稻香花海

的旖旎风光。

自旅游业“微改造、精提升”

行动开展以来，镇海利用原生

态、原文化孵化多元体验式新

业态。“微改造”带来大收益，小

细节提升体验感。2021 年，全

区游客接待人次、旅游总收入

实现双增长。截至 9 月底，镇海

区 2022 年实施“微改造、精提

升 ”项 目 25 个 ，已 完 成 投 资

1.73 亿元。

郑氏十七房
（图片由宁波市镇海区文化和广电

旅游体育局提供）

永旺村营中无物露营基地 闫明 摄
2022年镇海文旅嘉年华活动

绿意招宝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