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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桥

解码文化基因
打造主客共享新坐标

“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
来。”唐代陆龟蒙的《秘色越器》从越窑青
瓷的角度为“一部陶瓷史，半部在浙江”增
加了注脚。

始烧于西晋初期的九岩青瓷窑是越
窑的重要代表。近两年，“越窑九岩”已成
为钱清街道九岩村重点打造的村庄品
牌。为展示越窑青瓷的前生今世，钱清街
道实施修缮越窑遗址公园、越窑陈列馆和
越窑手工作坊，并用实物、图文与视频结
合的方式，还原越窑青瓷的文化场景。一
年前是废旧土堆的窑址，如今已是柯桥展
示青瓷文化的特色点位。

“微改造、精提升”是传承与保护历史
文脉的手段，而联动教育则是使其不断迸
发活力的方式。由此，九岩越窑窑址一方
面是周边居民和游客学习参观、体验购物
的休闲场所，另一方面也是义务教育阶段
的校外课堂。

“未来还将依托手工作坊和陈列馆，
积极发展研学游业态，将越窑青瓷制作加
入九岩小学的特色课程，更好地传承和发
扬越窑青瓷这一传统文化。”钱清街道相
关负责人补充道。

斑驳的白墙、黑瓦堆砌的尖顶、褪色
的木窗框⋯⋯在江墅村 437 号国立清华
大学首任校长罗家伦故居，钱清街道充分
发挥清华大学等高校智囊团的合力，放大
名人故居激活效应，提供了一种通过解码

文化基因，实现从故居单点修缮，延展至
周边旧房改建，再到“重走校长路”文化线
路打造的路径：由清华大学建筑设计院在
现存老屋内部还原清末生活场景，在祖居
上方设计新建罗家伦陈列馆，清华大学校
史馆牵头完成展陈方案，北京大学、南京
大学等多所高校共同完成历史资料整理。

在浙江打造文明之源和优秀传统文
化体验地的过程中，柯桥坚持有效传承和
合理利用并举，立足文化基因解码，传承
历史文脉，通过落地一个个主客共享的

“绣花”项目，实现全域精雕，让游客心中
的“诗与远方”与城市公共文化服务“最后
一公里”相契合。

精耕深度体验
延长水乡古镇消费链

从摇着船橹叫卖的“水上布街”，到布
满天下的“国际纺都”，柯桥是目前世界上
最大的纺织贸易集聚地、亚洲最大的布匹
专业市场所在地。这里因织布而出名，因
卖布而成市。

柯桥古镇是柯桥的第一大镇，历史逾
1700 年，也是浙江省首批十八个省级“历
史文化街区”之一，浙东古运河沿线而过，
古纤道和融光桥两处国家级文保单位坐
落其间。

水乡古镇如何就地开启“新丝路”？
越过千年，踏古而新。

自 2021 年起，开元文旅整体租赁运
营柯桥古镇，针对不同目标客群需求，推
出文化体验、主题餐饮、娱乐休闲、酒店民
宿、文创零售五大板块。其中，两家古建
筑里的服饰体验馆，立足传统汉服，用古
风打响品牌，模式各具特色——

唐僖汉服文化馆将原有场地改造为

集汉服服饰研发、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汉
服展览馆、沉浸式剧开发、国学文化推广、
大型艺术节策划等为一体的汉服文化馆；
不远处的清风明月国风馆则以传统文化
为核心，以武侠风格为特色，主要提供包
括传统汉服婚礼、汉服活动、古风摄影、短
视频拍摄等服务，旨在打造一个集拍摄、
取景、演艺、活动组织及策划为一体的古
装武侠体验馆。

此外，为了顺应旅游消费和发展阶
段的变化，推进经营模式和业态创新，去
年清风明月国风馆与百林艺术中心联合
主办了柯桥古镇文化交流晚会，专业文
艺团队和民间业务爱好者在擂台上用诗
歌、戏曲、武术等表演为创建夜间文旅消
费品牌注入动能，促进文旅消费提质升
级。

眼下，户外转角的围炉煮茶，老台门
里 的 雅 致 私 厨 ，檐 下 吆 喝 的“ 百 县 千
碗”⋯⋯古朴与现代在碰撞与融合中不断
诠释“老绍兴·金柯桥”的城市品牌，为水
乡古镇带来人气。“古镇是柯桥城市品牌
的一个窗口，我们也会以传统文化为基
点，结合古镇的这份‘氛围感’，展现水乡
的柔情和城市的风骨。”清风明月国风馆
负责人说。

近年来，柯桥古镇以“柯桥老底片，城
市新客厅”为主题，注重古镇空间保护、文
化传承与功能激活。在保护古镇记忆、挖
掘历史文化特色基础上，一方面延续古运
河文化，以“三桥四水”、古纤道为核心，将
文化艺术元素低调融入古镇，在突出“江
南水乡”灵动性的同时提升古镇品牌辨识
度；另一方面，依托轻纺城、柯桥城市发展
的活力，将传统建筑与现代城市功能相结
合，打造古镇独特的文化旅游产品和游览
体验线路，为璀璨星城的建设增添亮点。

牵引标杆项目
打造文旅融合先行区

在浙江高水平推动乡村振兴的过程
中，柯桥通过牵引标杆项目，实施专业运
营，将“汲取门前鉴湖水，酿得绍酒万里
香”的文化厚度与乡村振兴的故事生动结
合，在共同富裕的大场景下为打造文旅融
合先行区提供柯桥经验。

春日暖阳下，信步叶家堰，品丝丝酒
香，看白鹭翩跹。柯桥区柯岩街道叶家堰
居和三佳居位于鉴湖渔歌带上，前者素有

“酒源”之称。近年来，两地一体规划、统

筹共建，按照“系统规划、高标
打造、景村协同、分步实施”的思
路，打造以“鉴湖里”为品牌的乡
村振兴先行村。

让旅游体验更精致，旅游设施更
精良，旅游景观更精美，旅游服务更精
心，运营更精细，是提升全域旅游整体发
展水平的要义。作为3A级景区化建设示
范村，绍兴市柯桥区鉴湖里建设运营管理
有限公司对叶家堰入口进行一体化提升
改造，如今这里焕然一新。

今年以来，柯桥区将文化标识打造作
为文旅系统的重点任务之一，注重策划引
领、创意先行，以“微改造、精提升”为抓
手，先后推动 60 余项文旅项目迭代升
级。其中，鉴湖里立足乡村旅游度假目的
地和休闲消费商业综合体两大项目定位，
布局夜光跑道、自行车道、陆上生态步道、
水上生态步道和船航道，围绕时尚消费和
潮玩体验，实现资源招引和品牌入驻。例
如，在原自来水厂所在的三面环湖小岛上
建设打造“最美小岛乡村书店”——先锋

鉴湖书店，以及集创意料理、酒吧、户外休
闲活动于一体的综合体——鉴里荟。

“通过全面挖掘文化内涵，调查并梳
理柯桥区本地文化元素，解码文化形态，
在将文化元素提取好、传承好的过程中，
找到文化的内在基因，拓展丰富各文化元
素的利用领域，以促进文旅融合发展，助
推经济社会发展。”柯桥区文广旅游局相
关负责人说。

旅游业“微改造、精提升”行动是落实
全省大花园行动计划、助力共同富裕示范
区建设的关键之举。近年来，柯桥区按照

“因地制宜、彰显个性，示范引领、专题谋
划，全域联动、多元保障”方法路径，实现
微改造从外在“颜值”提升，转化为经济

“价值”提升，同时，不断提升重要节点、改
善游览设施、丰富游客体验，带动农副产
品等营收成倍增长。去年，柯桥区乡村旅
游全年接待游客 62.8 万余人次，实现旅游
总收入9.6亿元。

下一步，柯桥区将以“全省竞跑、示范
先行”的奋斗姿态，通过国字号创建、大项
目带动、全方位推介、工农商文旅融合等
行动，推动打造“新时代文化高地、文旅深
度融合发展样板地”，为全省文旅产业高
质量发展贡献柯桥力量。

镜湖俯仰两青天，稽山逶迤一脉绿。这是“国际纺都 杭绍星城”的春景。

作为全省试点区县，柯桥区依托融杭接沪优势，在旅游业“微改造、精提升”五年计划（2021—2025）的后半程，通过高校智囊团放大名人故居激活效

应、深挖与厚植青瓷与酒源文化内涵、落地标志性项目激活产业等方式，让“席地而坐、悦心而游”的远方诗画变为眼前实景。

2022 年柯桥区入选全国市辖区旅游综合实力十强区，同年，共有 632 个“微改造、精提升”项目录入省库，完成投资 14.05 亿元，微改造总成绩全

市第一，全省第三。

今年柯桥区计划完成微改造项目投资10 亿元以上，开展区级示范（试点）项目遴选，争创省级示范点40 个，为走向文旅深度融合、旅游业高质

量发展注入新的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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