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旅融合在越城：一座古城的现代魅力
胡俊翔 徐子胭 何灵灵

两只乌篷船接连，船首新郎手捧红绣球，面色含笑，向着对面华袍新娘

大方施礼。宋韵婚礼穿越千年，凤冠霞帔，红妆传说，举案齐眉间，南宋文

化积淀的浓郁氛围扑面而来。

这是绍兴市越城区黄酒小镇精心编排的文旅融合节目，古风韵味融入

现代情趣，既展现了传统文化，又带来了地方风情，吸引着游客的目光。

这也是越城区近年来打造文旅特色品牌的细微缩影，围绕着“首位立

区、幸福越城”的目标，以文化赋能旅游，全局规划，项目落地，一步步做好

“绣花功夫”，不断在细节上精益求精，向着文旅深度融合发展的方向加速

奔跑。

古城今韵，文旅融合新格局徐徐铺开，新魅力绽放光彩。

（图片由越城区文化广电旅游局提供）东湖风景区东湖风景区

激活文旅品牌
构建文旅融合新格局
“东南山水越为首，天下风光数会

稽。”越城因越王勾践迁都于此而得名，
是一座千年古城，是越文化的发源地和
核心代表，拥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历
史文化资源。同时，越城地灵人杰，拥
有越子城、鲁迅故里、书圣故里、阳明故
里“一城三故里”，被誉为“没有围墙的
博物馆”。

弘扬越地文化，塑造越城精神，解
码文化基因，赋能商旅融合。“历史+人
文”是越城旅游发展的灵魂和支撑。丰
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赋予了越城得天独
厚的旅游优势，也为越城文旅发展指明

了方向。2023 年越城区政府工作报告
明确提出要展现名城风采，对标世界文
化遗产，启动古城申遗；壮大文旅产
业，全面启动国家级全域旅游示范区、
5A 级景区城、会稽山国家级旅游度假

区创建，积极推进全国文旅消费试点
城市建设。

“城是一处景，景是一座城”。在此
指引下，围绕“一城三故里”总体布局，
越城将打造以阳明故里、书圣故里、鲁
迅故里、越子城为核心的历史文化旅游
环线以及绍兴古城环城河生态景观休

闲环线，持续推进文化铸魂工
程 ，深 入 挖 掘 大 禹 敬 业 治

水、勾践卧薪尝胆、王阳
明知行合一等文化宝藏，
实现古城景区和历史街
区内外联动、环城河景

观带内外串联，让千年古
城焕发新的生机和魅力。

同时，在此基础上，为
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擦亮

黄酒文化金名片，越城区将持续打造
黄酒小镇文化地标，开展文艺精品进小
镇，积极发挥资源优势，做好小镇推介，
指导传承保护，全力支持小镇建设。

创新文旅业态
绽放文旅融合新魅力

后备厢茶饮集市、唤醒春天·音乐
会、彝族风情节⋯⋯2 月 24 日，越城区

上大路春日气息浓浓，“2023 古城青春
季暨上大路春日唤醒计划”正式启动。
活动分为乐在古城、玩在古城、购在古
城、云享古城四个系列，包括上大路春
日唤醒计划、城市青年艺术节暨古城音
乐节、青农市集、黄酒小镇春日派对、吼
山桃花节、鉴湖湿地油菜花节、镜湖湿
地和曹娥江风筝节等几十个线上线下
活动，载体丰富、气氛热烈。

文旅融合离不开好的空间载体。
在古城整体保护利用的框架下，越城区
积极探索文商旅融合发展新路径，全面
推动古城项目群建设，将古城文化与旅
游产业作为传承优秀文化、享受美好生
活、实现物质与精神富有的重要载体，
尤其是以旅游业“微改造、精提升”行动
为契机，从“吃、住、行、游、购、娱”六要
素方面入手，积极推进文旅融合、业态
提升工作，助力文旅资源串珠成链、文
旅产品提档升级、文旅业态丰富多元，
全力打造国内外知名的文化旅游目的
地。2022 年，越城区文化广电旅游局
共入库旅游业“微改造、精提升”项目
119 个，累计完成投资 2.27 亿元，在开
展改造过程中共解决问题 1993 个，被
评为省级“微改造、精提升”示范点项目
38 个，为全省旅游业“微改造、精提升”

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样本。
打造文商旅融合特色商业中心。

上大路特色文化街区将街景、水景、巷
景与现代商业有机融合，通过引入潮流
美食、时尚文创、沉浸体验等新业态，辅
以沿岸文化风貌，进一步擦亮古城文商
旅“运河金名片”。

多元化开展乡村旅游推介。探索
“旅行社+景区村运营”乡村旅游富民等
做法；实施“万户农家旅游致富”计划，
实现乡村旅游人次和总收入同步提升。

协同引进高端民宿企业。开辟城
市文宿基地，全面提升民宿标准化、品
牌化、产业化、品质化。

开展研学旅游主题活动。推出研
学旅游线路，培育具有越城辨识度的研
学旅行品牌，全力打造中国研学旅游目
的地。

2022 年，越城区成功创建浙江省
全域旅游示范区。越城区文化广电旅
游局负责人表示，今年，越城区将进一
步深入推进文商旅融合发展，举办贯
穿全年的四季主题活动，不断谋划新
的文旅消费热点，以古城为中心持续
打造系列品牌活动，持续拉动消费，促
进经济发展。

黄酒小镇

会稽山旅游度假区

西小路历史街区

徐渭故里

水乡婚礼水乡婚礼

跨界融合，拓宽文化变现路径

文化影响了一座城市的厚度。海
曙区是宁波历史文化名城核心区，区
位优势独特，历史底蕴深厚，文化遗存
丰富。一端是古老繁华的千年罗城，
一端是“物色甲东南”的四明山麓；一
面是绿水青山的旖旎多姿，一面是现
代都市的强劲律动⋯⋯岁月更迭，古
今之变，锻造提炼出千年海曙在文旅

融合中独特的文化气质。抢抓后疫情
时代机遇，海曙紧抓文化这一关键变
量，依托明州千年罗城复兴计划，积极
打造海曙都市文博区，以文化品位引
领旅游品质，以文化“爆款”催生旅游

“爆点”，拓宽了文化变现驱动旅游增
值的新路径。

“家风馆”“御史第”“火车咖啡”
“太空农业”⋯⋯以旅游业“微改造、精
提升”行动为契机，海曙区古林镇茂新
村将廉洁文化与农耕文化、御史文化、
现代科技等有机结合，吸引四方游客
前来打卡，络绎不绝。

文旅融合离不开“好的空间载体”
予以支撑。若将视野放得更辽阔些，
海曙正以宁波大运河与海丝文化旅游
带（海曙段）为抓手，以建设运河国家
文化公园浙东段重点建设区为目标，
整合海丝、运河世界级文化遗产，重视
对海丝、运河遗产活化利用，开发海
丝、运河主题文旅产品和线路，推进梁
祝爱情小镇、高桥非遗小镇、大西坝文
化旅游村、文旅综合体、沿线公园、绿
道等“珠子”建设，积极打造文旅融合
大平台、大空间，努力实现“处处皆有
胜景、时时都能畅游”。

不仅是着眼于搭建文旅大平台、
大空间，同时还细处着笔，在微精处植
入文化、细致勾勒。譬如，向阳舍“茶

博休闲”主题民宿，坐落于茶园之中，
既有缓坡茶山虚掩，又有山泉水环绕
簇拥。依托 1000 多亩茶田五龙潭生
态茶园，周边还配套有制茶体验工厂、
茶文化博物馆等，可开展茶艺培训、茶
叶品鉴、手工作茶等中华茶文化展示
活动，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在这里，民宿成了文化的有机载
体，成为茶文化的一个展示窗口。与
此同时，“民宿+文旅”，更是引导民宿
由传统的“颜值类”向“内涵式”升级，
多维度增强了游客的文化体验，提升
了民宿的核心竞争力，让游客“来得
了，住得下，留得久”。

借助“文化绣法”，海曙以文化赋

能文旅产业升级发展，以更优质的文
旅产品供给不断满足人们对“诗与远
方”的新追求，如此“文旅+”的新业态
场景层出不穷。

位于集士港镇新后屠桥村的星野
里农场，打造出星光露营、星宠小镇、
星童乐园、星云菜地、田也剧场、星野
课堂六大主题区域，让乡村旅游更加
鲜活生动；从深夜食堂到围炉煮茶，从
非遗市集到音乐现场，城市的夜幕下
灯光璀璨、人头攒动，点燃起都市夜经
济⋯⋯随着一个个网红经济、夜间经
济、创意经济、体验经济等新模式落地
发展，海曙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实现
文旅产业链的整合和价值链的攀升。

体验升级，绣出富美文旅新卷

自浙江省启动旅游业“微改造、精
提升”行动以来，海曙区不断提升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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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乡村到城市、从村舍到老牌景
区，全区文旅风貌焕然一新。

“微改造”不仅着墨于青山绿水，
落笔于白墙黛瓦，更体现在文旅体验
的精细度上。相对于快节奏的城市来
说，院藏四季、山水相依的农村是慢变
量。如今在微改妙笔下，海曙区的美
丽乡村有了发展的快节奏。

走进深溪飞鸟骑行公园，映入眼
帘的是比赛级泵道，孩子在如波浪般
上下起伏的道路上，骑着山地自行车、
小轮车、滑板等“追风逐浪”，极具趣味
性。“听说深溪村有了专业赛道，特地
来感受一下，确实不错。”骑行爱好者
王先生和几名好友带着运动装备，特
意前来“尝鲜”。

据介绍，飞鸟骑行公园由村口闲
置厂房改造而成，通过盘活旧场地，更
新升级，使运动体育的理念贯穿整个
空间格局，打造成海曙区体育运动新
高地，进一步提升了深溪村的资源吸
引力和旅游附加值。

赛道旁还有一幢白色外墙的民
宿，这是深溪飞鸟骑行公园项目的另
一功能区域——溪下山山居空间。民
宿最大程度保留了原厂房的原汁原
味，内部陈设着“深溪飞鸟”文创产

品，设有意大利百年自行车品牌威廉
展厅，营造出浓郁的骑行咖啡运动文
化。

无独有偶，山下庄村也拉开了“老
屋复兴”乡村焕新行动的帷幕，以“微
改造”保留其原始风貌，赋予其新功
能，打造成拉动村集体经济的新增长
点。

除了保留老屋，产业布局也在同
步推进中。“我们将引入民宿、文创、餐
饮等业态和一些创意团队，开展传统
文化活动。如推出‘全宋宴’，再现宋
代餐饮文化；引入剧本杀团队，设计沉
浸式实景剧本杀模式，让更多年轻人
走进乡村，既看到乡村新貌，也看到其
发展潜力。”该项目负责人介绍。

推动文旅产业升级，最终落脚点
是“共同富裕”。海曙精雕细琢，从挖
掘文化内涵和提升游客微观感受入
手，用微创意重塑新空间，用微场景激
发新体验，全面促进旅游公共服务大
提升，从而达到提高游客消费频次、延
长停留时间、提升满意度的目的，为文
旅促共富注入新的动力。

千年海曙涌新潮“微改”妙笔起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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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文旅深度融合的时代新

篇落笔于海曙，激扬起浪潮奔

涌。

为了“诗”和“远方”更好地

联结，海曙以“文化遗产传承及

旅游化利用”为核心的文旅融

合为主线，串接起千年海曙的

历史“文脉”和经济“动脉”，以

全域视角拉开文旅发展的大框

架，形成“精而美”的城区历史

文化游、“乐而惠”的近郊体验

休闲乡村游、“红而绿”的四明

山康养生态游的格局，同时下

好“微改造”的“绣花”功夫，持

续推动全域旅游体验提升，营

造景美人和、主客和谐的旅游

氛围，发挥旅游业在乡村振兴

和共同富裕方面的积极作用，

为实现海曙美好和“长三角休

闲旅游目的地”提供有力的支

撑。

（图片由宁波市海曙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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