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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青年与海”，你会产生怎样的
联想？

“青年与海”是活力与希望的代名
词，这也是来自千年渔乡象山的时代呼
唤。在象山，青年与海，是文旅高质量融
合发展的关键变量。

这几日，一组“青年与海”主题驿站
群的设计方案征集，引爆了设计圈。据
了解，这些驿站主要沿象山“亚运线路”
布局，落位于松兰山、半边山、东旦、石浦
等滨海旅游目的地。

主题驿站的打造，可谓是象山滨海
环岛风景线上的“点睛之笔”。所选改造
地点，多为水闸、观潮站、码头、观景平台
等空间，解题的关键在于盘活现有资源，
以旅游业“微改造、精提升”的绣花手法，

贯彻落实“重融合，易运维”核心理念，撬
动可观的社会、经济、文化效益，为海岸
线增色、增富。

山海与人文，锻造出象山的独特韵
味。除了海鲜、美景之外，象山还需要更
深层、更持久的源头吸引力，而极具辨识
度的 IP 系列打造，正是其文旅融合的标
识物。

眼下，象山正在以 IP 推动文化再
生、产业再生、经济再生，不断开辟出更
多新的文化空间和旅游载体，努力做好

“IP、流量、体验”三篇文章。其中，持续
提升文旅融合品牌形象塑造，提档升级

“象山北纬30度最美海岸线”强IP，构建
“1+3+N”文旅节庆平台，点亮别样精彩
的文旅新场景；开展“奔赴山海·象往新

鲜”主题活动，强势打响“周末嗨象山”文
旅品牌，打造“露营+”“非遗+”“影视+”
等高辨识度的多元化微度假产品，树立
新时代“渔光之城”等海洋文旅新标杆，
形成小 IP 集群，生动展示“万象山海、千
年渔乡、百里银滩、十分海鲜、一曲渔光”
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

然而，IP 力量并非一劳永逸，精细
运营才是关键。象山县文化和广电旅游
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说：“在提炼地方特色
文化品牌的同时，我们也在强调运营力
的提升，突出艺术赋能、体验互动，衍生
出更多符合受众喜好的内容和体验，开
辟出更加品质化、多样化、碎片化的消费
场景，从而有效激发市场能量，提振文旅
信心。”

“向往年轻味”
——青年与海，勾勒北纬30度最美海岸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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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檀头山岛探寻原汁原味渔文
化，在皇冠假日酒店品尝象山十六碗，
在象山影视城体验沉浸式换装，在东
海半边山山海露营⋯⋯沿着海岸线一
路驰骋，人们会惊喜地发现，浪潮奔涌
澎湃，在金沙海滩的留白处，在面海背
山的乡野一隅，众多更具品质感的新
业态、新项目正在“野蛮生长”，它们成
长于这片土地之上，相互串接、勾连，
支撑起象山文旅促共富的坚实底气。

象山文旅的高质量发展，不只是
点亮海岸线，“见人见物见生活”，更是
以“文旅融合”为船为桨，以创造性思
维和开放性机制，共建共享共赢，驶向

“见富见美见未来”的幸福彼岸。
凭借出色的海域条件，今年将举

办 2023 年全国帆船冠军赛、杭州亚运
会的帆船帆板与沙滩排球两项赛事。
浑然天成的海岸线，曲折绵长、灵动飘
逸，如今正借助体育运动与艺术活动，
实现价值链重构。

山风海韵交相辉映，踏上位于东
陈乡东旦村的这片海边沙滩，远处是
开阔的海岸线与蓝天相连，沿路房车
营地、音乐酒吧、草地派对等休闲业态
应有尽有，海上更是安排了“水上飞
伞”“水上飞鱼”“休闲帆船”等旅游新
业态，让来此度假的亲子团、研学团流
连忘返，为东旦全域旅游驱动活力新
引擎，成为带动村民致富的“聚宝盆”。

“我的理想就是把这里打造成‘白
天巴厘岛，晚上牙买加’。”东旦时尚运

动海滩项目负责人陈慧祥如是说。
有了好项目和人才的引领，现在

东旦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从事民宿、餐
饮等行业。民宿由最初的 6 家发展到
现在的 53 家，床位 770 多张，餐饮从最
初 2 家发展到现在 35 家，可容纳就餐
人数约1100余人。

“ 碧 海 银 滩 就 是 百 姓 的 幸 福 靠
山”，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落脚点始
终是群众的获得感。

无独有偶，茅洋乡通过“政府+旅
游运营公司+农户（返乡创业青年）”联
合共建“青创共富农场”计划，以文旅
融合构建了茅洋乡村体验的新空间，
先后形成海景玻璃栈道、乡村欢乐世
界、滩涂赶海乐园三大核心景区，拓
展、策划旅游路线12条，开发了旅游文
创产品 12 类。这些花样频出的新业
态、新产品、新模式，让游客在茅洋乐
享多元度假生活的同时，为当地百姓
打造出一个个共富小场景，让文旅发
展有力度、有温度，直抵人心。

让美丽的山海更富裕，让富裕的
山海更美丽，这正是象山奔走在文旅
促共富道路上的真实写照。

值得一提的是，近日，象山还结合
滨海旅游新消费场景改革，制定文旅深
度融合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重点打造
5A 级标准“标杆型”“精品型”文旅矩
阵，引领区域联动发展，精细着笔，营造
全域旅游的更高品质体验，以期打造

“众星拱月”的文旅发展新格局。

“向往共富味”
——千帆竞发，解锁文旅赋能的致富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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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时代巨浪的拥簇下，裹挟着来自东海的浓郁渔乡风情，万象山海迸发出现代滨海都市的活力与朝气，以海上诗情画意承接着人们对于远方的向往之情。

宁波象山，不止于山海。近年来，围绕我省文旅产业融合试验区建设目标，象山以文旅融合为主线，按照“唤醒记忆、激活资源、深化融合、科学发展”的要求，开

拓创新，探路先行，着力构建文旅融合发展体系、产品结构、品牌形象和服务空间，以文塑旅、以旅彰文，让山海之美与人文之韵交融相生，匠心打造“基础在保护传

承、关键在持续发展、路径在活化利用”的文旅融合“象山模式”。

且听，风从海上来。

（本版图片由象山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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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浙江省唯一的国家级海洋渔文
化生态保护区，也是全国唯一以县域为
单位的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象山就
像是一座没有围墙的“渔文化博物馆”。
行走于此，一砖一瓦、一沙一石，甚至那
海风都浸润着千年之久的渔文化，细细
勾勒出这片山海独有的精神图腾。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
载体。象山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
相关负责人介绍：我们正以文化基因解
码为基础，坚持文旅相长，找准两者相
容性、契合处、联结点，引导文化资源从

“静态展示”转向“活化传承”，打造兼具
文化和旅游特色的新产品、新服务、新
业态，让文化可触可感，让旅游有内涵、
有生命力。

在文化对旅游的“强”内容支撑下，
一个个蕴藏着浓郁山海味的文旅项目
层出不穷，形成“多点开花、众星拱月”
的项目集群之势，为象山打造海洋文化

高地、推进全域旅游增添了生动注脚。
譬如，花岙盐场凭借国家级非遗

“海盐晒制技艺”，推出研学旅游，让
传承千年的老盐田有了新活力；在全
国乡村旅游重点村方家岙村试水周末
剧 场 ，展 演 象 山 渔 鼓、渔 民 号 子、渔

歌、渔曲等，让久远的渔民记忆更鲜
活；“石浦第一冷冻厂”变身全国首个
海洋渔文化馆，运用高科技手段，重现
古老的海韵渔魂；结合光影、艺术与科
技等当代手段和真人演艺，我国首个
滨海沉浸式场景演艺秀“渔光之城”正

在火热建设中⋯⋯
与此同时，象山更是将文化嵌入到

“吃住行游购娱”旅游产业全链条中，精
心勾画“时尚东海岸、潮隐西海岸、风情
石浦港、斑斓西沪港”特色风情民俗画，
推出赶海扬帆、渔港风情等神韵万千的
海洋渔文化体验产品线路 6 条，建成

“经海逐浪”“西望雅境”等精品线路 8
条；创建渔文化主题酒店 2 家、非遗民
宿13家，建成非遗体验基地19个，打造
蟹钳港景区等一批海洋渔文化研学旅
游基地，孵化创建省市级“百县千碗”美
食示范店、旗舰店 10 家，进渔村、住渔
舍、探渔俗、享渔乐，让每一个来此的人
都能够全方位、多角度地感受象山独有
的渔乡风情，以文化润泽旅游体验、丰
富旅游内涵，有效打通文旅融合的新路
径，构建起无形向有形转化、资源向产
品转化、静态向活态转化、流量向留量
转化的良性循环。

“向往山海味”
——文化解码，引领文旅产业内涵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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