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嵊泗是我国唯一的国家级列岛风景
名胜区，具有海瀚、礁美、滩佳、石奇、洞
幽、崖险等特点，海域辽阔，岛礁棋布，岬
角礁岩众多，金色沙滩连绵亘长，遍布列
岛，碧蓝海水，青秀山色，林木茂密，自然
风光独特。过去四十年，风景区因时而
动，释放活力，激发潜力。管理体制机制
的不断改革，带来的是嵊泗全域旅游的蓬
勃发展。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不断擦亮生态底色，提升景区品质，
让嵊泗旅游目的地热度持续上升。

管理体制：在探索中创新

为加强对风景名胜区的管理，1996
年成立嵊泗县建设环境保护局（嵊泗县
列岛风景名胜管理局），2002 年调整为
嵊泗县建设局（嵊泗县列岛风景名胜管
理局），2006 年 7 月 6 日，嵊泗列岛风景
名胜管理局与嵊泗县旅游局合署办公，
内设风景名胜科和风景名胜管理办公室

两个职能机构，履行风景区管理、规划、
保护、建设等职责。

2006年，考虑到风景名胜区执法工
作实际，将该块职责委托给嵊泗县城市
管理联合执法大队，重点对风景名胜区
内违建、破坏生态环境资源和自然景观
等违法行为进行查处。2008年起，针对
风景名胜区和旅游行业管理工作的具体
情况，建立联合执法机制，2014年起在此
基础上成立东部乡镇联合执法大队，进
一步强化了执法检查力度。

2017 年调整了风景旅游主管部门
机构设置，成立嵊泗县旅游委员会（嵊泗
列岛风景名胜管理局），整合原县旅游局

（嵊泗列岛风景名胜管理局）、县泗礁诸
岛风景管理处的全部职责，实现风景旅

游部门从单一的行业管理部门向综合部
门的转变。

2019年因机构改革，将风景名胜管
理职能划入嵊泗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嵊泗列岛风景名胜管理局），设置风景
科（与规划科合署办公，负责风景区规划
编制和项目审批）、林业科（负责风景区
资源保护和管理），主要负责编制风景区
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制定和实施风景
名胜资源保护的各项管理规定及风景区
建设项目的规划评审工作等。

生态环境：在保护中发展

多年来，嵊泗一直实施封山育林、退
耕还林和植树造林等政策，使全县森林

覆盖率不断提高。从2007年开始，每年
投入1000万元实施“再造绿岛工程”，近
年来，共高标准建设完成生态廊道 420
亩、城镇景观林 2346 亩、沿海防护林
26676 亩、公益林 2 万亩，创建省级绿化
示范村 4 个、市级绿化示范村（社区）7
个。在工程项目施工过程中，对植被进
行严格保护，要求所有工程不得对本土
植被进行建设性破坏，对于工程需要不
得不暂时改变现状的，要求一律在工程
竣工后对植被进行修复。

生态是嵊泗最重要的基底，景区也一
直对环境保护与整治给予高度的重视。
围绕“五水共治”“卫生县城创建”等工作，
集中开展渔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垃圾处
置、节能减排等系列整治行动，全面推进

风景区环境改造、卫生治理工作。
尤其是，2011 年嵊泗率先提出了

“美丽海岛”建设构想，围绕该目标，嵊泗
县政府每年投入1亿元用于“美丽海岛”
建设工程，按照“一岛一韵、一村一品”的
建设格局，对各个村进行村落改造、精品
社区打造等一系列建设，形成了一批重
点旅游村，如东海渔村田岙村、色彩艺术
村边礁村等，进一步丰富了嵊泗列岛风
景名胜区的内涵，提升了风景名胜区形
象。

景区品质：在完善中提升

2009年以来，嵊泗在有序开发的基
础上，为游客提供安全、舒心、满意的服
务。先后打造了基湖核心景区（海滨浴
场）、嵊泗原生态蓝色海岸休闲度假旅游
带景区（六井潭、和尚套）、大悲山景区
等；发展了一批深具海洋海岛特色的渔
家宾馆、民宿等接待设施；建设了沈家湾
交通旅游集散中心，扶持发展了海洋之
心旅游购物中心、听海酒吧、北纬 30°
酒吧等基础配套设施。与此同时，全力
以赴地抓好旅游市场秩序整顿，通过“集
中办公、联合执法”的管理模式对无证无
照经营、欺客宰客、哄抬物价等不法行为
予以严厉打击和坚决取缔，维护了良好
的旅游市场秩序。

近年来，嵊泗海岛旅游发展迅猛，旅
游产品不断丰富，新玩法新线路全面推

广，产业质量明显提升，旺季时间较以往
拉长。成功创建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县，
入选全省“十大海岛公园”，评为浙江省
大花园耀眼明珠，率先在全省实现城镇
村景区化全覆盖。

产业融合全面彰显海岛旅游的文
化特质、生态特色和渔俗特点，海岛魅
力持续放大。主动融入长三角旅游一
体化发展，成功举办海岛旅游产业发展
大会、长三角文旅推介和系列宣传。立
足各岛形象主题，培育打造海岛文旅节
庆 IP，助推嵊泗成为海洋旅游网红地。
并通过建立实时客流监控和疏导系统，
完善景区 E 游智能服务应用，实现数据
快速更新、互联共享等数字化模式，让
嵊泗这颗海上明珠，得到更全方位的完
美呈现。

下一步，嵊泗将以“全域统筹布局、
联动高质发展”目标方向，立足于不同
岛屿的发展基础和资源禀赋，在“十三
五”提出的“一芯·两区”基础上，进一步
提升本岛旅游核心区功能作用，加快特
色主题岛屿建设，突出岛群协同发展，
着力构建岛群联动、融合发展、开放高
效、有序协调的全域旅游目的地体系，
形成“一芯·两翼·多岛·连线”的空间布
局，推动嵊泗旅游产业可持续、高质量
发展，奋力打造“重要窗口”海岛美丽风
景线。

嵊泗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嵊泗列岛风
景名胜管理局)副局长 王斌

嵊泗列岛：慢城离岛 山海相见嵊泗列岛：慢城离岛 山海相见

（图片由嵊泗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供）（（图片由嵊泗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供图片由嵊泗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供））

“云霓明灭涌灜洲，海上仙山梦里
游。绿掩瑶台浮玉塔，云飘广宇绕琼
楼。”

经过四十年的栉风沐雨，普陀山风
景名胜区旅游发展规模实现了新的突
破。恢复开放的历史契机，为普陀山带
来了新的挑战的同时，也为他们带来新
的机遇，在一代代创业者的星火传递
下，从名不见经传到闻名遐迩，景区面
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全国首
批 5A 级景区、全球优秀生态旅游景区、
国家旅游服务标准化示范点等众多荣
誉，成为普陀山的一张又一张“金名
片”。

多年以来，普陀山风景名胜区始终
秉承“生态为先、文化为要、品质至上”原
则，始终践行“精准定位、精致建设、精细
管理、精心服务”发展理念，统筹推进景
区资源保护、旅游经济发展和民生福祉
改善，景区知名度、美誉度和品牌影响力
不断攀升，已成为东南亚国家、我国港澳
台地区和长三角城市群的优选旅游目的
地。

推进顶层设计
综合管理守护一方净土

四十年来，普陀山风景名胜区在
顶层设计上开启了新的篇章，走出了
文化与山水的共存共荣的新步伐。景
区始终紧扣全面发展这一主题，持续

完善以“文化为魂、山水为基”的顶层
设计，先后编制了《普陀山风景名胜区
总体规划（2007—2025 年）》《普陀山
风 景 名 胜 区 普 陀 山 景 区 详 细 规 划

（2021-2025 年）》《朱家尖岛旅游服务
设施专项规划》。在普陀山强力辐射
和引领下，朱家尖旅游腹地的优势作

用被持续激发，观音文化园、舟山国际
会 议 中 心 等 一 批 重 大 项 目 也 相 继 落
地，其中舟山国际会议中心赢得了“新
区最美会客厅”之赞誉。

四十年来，景区的各项建设迈上
了新的台阶，走出了时代的新步伐。
普陀山风景名胜区始终围绕品质提升

这一核心目标，致力于基础设施建设，
尤其是高标准扩建的普陀山正山门码
头和朱家尖蜈蚣峙码头，获得了各方
赞誉。同时，为游客提供方便、快捷、
合理的交通服务，建立良好的交通枢
纽，也是景区发展的重中之重。目前，
普陀山景区内对内贯通两地全岛、对

外实现区域互通的综合交通大格局已
经初步形成，并顺利融入长三角“三小
时旅游圈”。

在数字化发展的道路上，普陀山景
区依旧步伐稳健，在数字化改革的道路
上齐头并进，实现“一票通”全票型实名
制购票，重点推进“有求必应”普陀山一
码通场景建设。

在景区管理方面上，普陀山也频频
展现新的亮点，落实具体防范行动，守
护一方净土。普陀山风景名胜区始终
围绕“服务型政府”打造这一发展定位，
成立普陀山管理服务局，增强规范化管
理和精细化服务职能。通过全方位、多
渠道执法管理，做好“打黑、治乱、堵坑”
三篇文章，重拳打击假冒乞讨、掮客、违
规导游等旅游市场顽疾，进一步规范执
法秩序，实现“1+1＞2”的工作成效。
同时顺应旅游市场新需求，率先在全省
推行“综合管理+联合执法+公安保障”
执法模式，设立“旅游警察”，创新打造

“旅游警务”品牌。通过数字化、智能
化、服务化的方式，为游客提供可靠的
安全保障，为景区铸造坚实的安全后
盾。

弘扬普陀文化
筑牢景区生态最亮底色

普陀山风景名胜区扎实抓好文化
“五个一”工程，出版《普陀山志》和《普陀
山大辞典》等文化丛书，开放普陀山博物

馆、普陀山书院等文化场所，举办各类书
画艺术展，满足游客多层次文化旅游需
求。

不仅是在国内，国际上的合作与宣
传也在齐头并进，普陀山景区持续开展
旅游合作和境外市场推广，完成新加坡
旅游形象店设立。

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建设铺就景区最
亮的底色，始终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理念。保护环境和节约资源并重
这一发展原则，一直以来都是普陀山风
景名胜区的重要抓手。同时，景区扎实
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持续开展精品园林
建设、古树名木保护、野生动植物资源保
护等护林提质工程，国家森林城市和国
家园林城市的创建工作稳步推进，普陀
山森林生态站也并入“中国森林生态系
统定位观测研究网络”，连续 25 年保持
无森林火灾，为景区发展再上一道安全
锁、再添一片文化色。

一切的成就都要落脚到民生的福
祉上，普陀山风景名胜区始终践行“民
生福祉改善是最大政绩”这一发展理
念，大力发展社会事业、全面提升社会
保障、坚决维护社会稳定，普陀山“平安
景区”建设已在镇、街道综治中心全面
建成。

未来，普陀山风景名胜区将在新
时代的道路上，继续展现出不一样的
时代风貌，造就文旅融合发展的新辉
煌。

（普陀山—朱家尖管委会）

普陀山：以文化为魂 共塑新时代风貌

普陀山景区鸟瞰图 （图片由普朱管委会旅游和文化体育局提供）

楠溪江风景名胜区位于温州市永嘉
县境内，以“水美、岩奇、瀑多、林秀、村
古”闻名。1988年获评国家级风景名胜
区，1993 年进入全面保护、开发和建设
时期，2021 年共接待游客 491.97 万人
次，旅游业增加值达46.06亿元。

如何充分挖掘本地文化艺术和山水
资源，丰富乡村高品质文化产品创新与
供给？2017年以来，楠溪江风景区着墨

“音乐+”。

楠溪江乡村音乐漫都

音乐被誉为来自心灵的声音，作为
一种全世界共通的语言，其旋律所表达
的情感是跨越种族、文化的。

2017年，楠溪江引进全市首个品牌
音乐节，也是省内首个为期 3 天的跨年
音乐节——楠溪江东海（迷笛）跨年音乐
节，此后面向全国整合音乐资源，引入和
培育相结合，逐步形成“一园两街区三营
四节”的规模。

其中，位于岩头镇的楠溪江滩地音
乐公园是国内目前唯一以音乐文化休闲
为主题的滩地公园，自2017年举办跨年
音乐节以来，现已成为全国举办音乐节
场次最多、品牌最全的公园。去年春天，

“星巢秘境·楠溪江 RockTown 音乐嘉
年华”共售出门票2万张，创下国内音乐
节双日票房最高纪录，其中省外歌迷和
游客占比近 55%，带动旅游消费 1.35 亿
元。

2020 年与 COART 麋鹿星球合作
的艺术驻村计划已累计改造驻村点 76
处，旅游演艺接待人次同比增长453%。

近年来，永嘉依托已有资源禀赋，融
入音乐等艺文元素，挖掘“夜经济”和“潮

流经济”潜力，不断推动美丽环境向美丽
经济转化，如 2021 年单日夜游最高达 1
万人次的“楠溪江音乐奇妙夜”串联“两
岛两村”，融入乐队表演、灯光艺术、实景
演出、市集和水上运动。

此外，随着回归自然成为都市人的
向往，楠溪江已打造7个露营营地，数量
和面积全市第一。

“楠溪江乡村音乐漫都”已分别列入
省文旅“金名片”培育名单和全省共同富
裕第一批典型案例。

存古怀新与模式改进

丽水街建于岩头村东缘蓄水堤上，
历史悠久，规划布局独特，但业态较为单

一。今年 8 月，楠溪江与怒放青春公司
签署 EPCO 合作协议，按照“生活艺术
化、文艺生活化”的运营理念，统一规划
建设运营丽水街，打造集美食、文创、休
闲娱乐为一体的综合街区，并采用“店坊
一体”形式，形成流动式公共艺术空间。

在风景区核心腹地，狮子岩音乐人
家街区是楠溪江核心景区旅游精品线的

关键节点，致力于为全国乃至全球音乐
人、音乐爱好者和文艺青年们提供创作、
创业、生活、休闲的空间。今年，永嘉把
迎亚运打造楠溪江核心景区精品线作为
旅游发展的首要任务，实施“微改造、精
提升”工程，以全域旅游为目标，助推景
区提档升级。

近几年永嘉在“音旅融合”的过程
中，依托潮流音乐、文化旅游等核心的文
化产业体系，落细落点到永昆、山水诗、
宋韵等系列文化元素，加强文化创意产
品开发，促进多产业融合、集群化，构建
多维立体音乐产业体系。同时，坚持市
场在资源配置、产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
用，突出企业主体地位，通过市场化运
作，充分调动各类资本参与，已与多家省
内外头部企业对接合作。

多元赋能下的体验升级

近 3 年游客出行半径缩小，但出游
品质的个性化需求不减。永嘉相继打造
各类民宿400多家，拥有床位数5000余
张，近 3 年过夜游客数保持年均 20%以
上的高位增长：既有欧式度假型的遇见
云崖、草坪婚礼型的锦里湖西、田园风光
型的谷原稻田、耕读传家型的月映楠溪
等沉浸式、体验式主题民宿，也有君兰系
列、楠溪花开主题系列等民宿连锁品
牌。2021 年“百里楠溪特色民宿带”获
评全国首批民宿产业发展示范区。

旅游业是永嘉的战略性产业，2016

至 2020 间全县旅游总收入占当年地区
生产总值由 22.7%提升至 40.3%。特色
民宿只是其中一种富民业态。

“从地质角度讲，在泰顺、海宁和武
义等地都有温泉，与南陈村同属于一个
断裂带上，村里能否钻出一眼温泉？”在
楠溪江中上游高海拔地区云岭乡南陈
村，实践给了答案：

2013 年起，在多方合力下，南陈村
地下1746米深处“挖”到了温泉出水口，
推动“亿元农业休闲观光园”到“15 亿南
陈温泉小镇”再到“58 亿楠溪·云上温泉
旅游度假区”的发展，用 10 年从农旅观
光向温泉康养、高端度假的全产业链升
级。楠溪·云上温泉旅游度假区是全省
首个高山温泉景区，也是今年全市唯一
获批的省级旅游度假区。

此外，作为瓯江山水诗路核心地，
2020 年全省首个数字诗路 e 站“永嘉
站”建成开放，包括 S（山水诗）、O（瓯
瓷）、N（南戏）、G（古村落和耕读文化）4
个互动展厅，展示水系交通图、诗人行迹
图、遗产风物图、名城古镇图和浙学学脉
图等“五幅地图”。楠溪江风景区被评为
全省首批 10 个诗路旅游目的地。截至
今年，永嘉已建成投资4300余万元的智
慧旅游一期、二期项目，以数字化推动旅
游服务、管理和营销全面提升。

随着今年 11 月杭温铁路楠溪江特
大桥37号主塔成功封顶，楠溪江风景区
将继续书写永嘉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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