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串珠成链
挖掘乡村旅游潜力所在

阳春三月，岭南乡覆卮山千年梯田
上，油菜花竞相开放，像为山峦铺了巨型
的金色地毯；挨着花田的东澄村里，村舍
依依，小桥流水，年轻游客穿着汉服穿梭
其中，数不清的一家三口在各种作坊里
体验农趣。

如何延长游客驻留时间，让他们徜徉
在这片绿水青山享受“两天一晚”“三天
两晚”的慢时光？岭南乡旅游资源丰富，
有覆卮山、东澄古村、千年梯田和万年石

浪等远近闻名的景点。在“微改精提”的
推动下，当地用了两年时间，将当地的乡
村旅游资源串珠成链，实现“质”的蜕变：
在覆卮山景区入口处打造文旅产业“三
个月亮”主题村落，构建集民宿、营地、餐
饮等多种业态于一体的产品矩阵；结合
梯田和石浪景观，在东澄村内打造与古
村气质相契合的“七坊三中心”，布局集
各类传统美食、特色乡创产品、非遗技艺
体验于一体的沉浸式乡村乐游体验空
间；牵手浙江理工大学、浙江财经大学等
院校，通过校地合作的方式，让更多专业
的、年轻的创意理念融入到乡村旅游的
策划设计中去。

改出“新诗画”，绣出“新江南”。历经
破题、融合、创新，上虞区切中了“微改精
提”这堂必修课的“题中之义”：谢晋故里
结合老粮站的建筑资源，在改建乡村客厅
的同时对传统文化进行修复性重塑；文博
场馆曹娥庙、徐光宪纪念馆积极打造环境

“精美”工程，推动老宅的保护和修缮；洙
凤村通过打造知青食堂、知青馆等独具地
域文化特色的点位，形成了对本土耕读、
知青文化更好的延续与展示。

文旅融合
让文化成为旅游精气神

溪山可图画，风物忆吾乡。深厚的历
史底蕴和人文情怀，为上虞的好山好水

注入了丰富的内涵。但如何结合城市定
位、发展方向，打响文旅融合这张“金名
片”？并没有标准答案可以借鉴。上虞
根据不同景点的特质，在尊重“个性”的
基础上量身定制出不同的融合方案，描
绘出独具魅力的上虞样本。

在距离凤凰山考古遗址公园不远处
的瓷源文化小镇，3 月份火爆的研学游，
让这里随处可见身着校服的稚气面孔，
或 专 心 听 讲 ，或 小 心 拉 胚 ，或 专 注 上
釉。“上午在遗址公园游览古窑场，下午
在越青堂内亲手制作，调制越窑青瓷独
有的‘千峰翠色’，已成为本地和周边许
多学校春秋游或劳动课的选择之一。”
据上虞区文广旅游局相关人士介绍，持
续升温的研学游为瓷源文化小镇源源
不断地注入活力，未来这里即将亮相的
美术馆、研究院以及学生宿舍等，都将
以青瓷文化为载体，将这抹青绿一代代
传承下去。

伴着春晖学子的朗朗书声，丰子恺旧
居“小杨柳屋”、夏丏尊旧居“平屋”、李叔

同 故 居“ 晚
晴 山 房 ”、经
亨 颐 旧 居“ 山
边一楼”等历史
文 化 遗 迹 不 时 映
入眼帘。百年前，坐
落在白马湖畔的春晖
中学是领先于那个时代
而觉醒的新文化教育试验田与练兵场。
如今，上虞区深挖春晖文化内涵，加大保
护和开发力度，着力将白马春晖景区打
造成人文旅游转型升级的新样板。

今年，是谢晋导演诞辰 100 周年，在
他的故乡上虞谢塘的老粮仓内，8 个功
能不同的电影主题空间一起亮相；到访
者不仅可以参观他的故居，还可以通过
各种展览、电影作品、片场还原等感受
其艺术人生、人格魅力以及这里的风土
人情。

隐居东山的谢安、陶醉于山水间的谢
灵运以及抚琴弄曲的嵇康⋯⋯回顾上虞
历史，许多文人墨客都在此留下他们学

习和生活的印记，他们的故事吸引着一
代代游客的追访，他们留下的精神财富
超越时空、根植于这里的山山水水，成为
文旅融合发展的精气神。

提升服务
细节入手丰富旅游内涵

初春争相开放的油菜花，为覆卮山景
区带来了一波波的自驾游客。许多游客
发现，景区入口由小桥改成了双车道，通
向梯田的盘山公路也在节假日改成“单
边停车、环线通行”以缓解拥堵，而离主
景区较远的游客服务中心下一步也将往
里迁移。

在上虞看来，旅游公共服务是提升游
客舒适度与满意度的重要指标。

当地不断推陈出新，着眼细节
品质，打造出一批为游客提

供观光、休闲、休憩、购物
等一站式、多功能服务

体验的旅游驿站、旅游
咨 询 服 务 中 心 等 。
截 至 目 前 ，全 区 已
规 划 19 个 旅 游 驿
站、建成 48 处游客

服务中心，其中 3 家
驿站成功入选全省第

一批旅游驿站。同时，改
造提升旅游厕所 80 座，积

极推进全省示范性旅游厕所
建设，全面满足日益增长的旅

游接待需求，给予游客全方位优
质、舒适、安心的游览体验保障。

为响应发展夜经济的号召，让更多游
客愿意留下过夜，如今上虞的夜晚也越
发流光溢彩：中华孝德园内的风情街夜
市人头攒动，宛如一部充满烟火气的“上
虞梦华录”；两条公交环线、一部部双层
巴士，为区内核心景点输送着各方来客；
覆卮山亮灯工程，照亮了夜晚的山谷和
偌大的梯田⋯⋯在每一个春风沉醉的夜
晚，让身处这片绿水青山之中的人们，感
受到“无限风光在望，青春活力满城”的
人文气质。

（图片由上虞区文化广电旅游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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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塑旅强活力“微改精提”展芳华
傅静之

千亩梯田刻画岁月风貌，百年春

晖见证群星荟萃，奔腾万里的曹娥江

汇聚起两岸繁华⋯⋯绍兴上虞，这座

山水相会、动静相宜的江南小城，总

让人流连忘返。

自 2021 年 以 来 ，一 场 由 点 到

面、由内而外的“微改造、精提升”行

动在这里推开，美乡村、兴文旅、提

服务⋯⋯规划中的精益求精，细节上

的一点一滴，为历经沧桑的虞山舜

水洗尽纤尘，让厚重的人文与历史

在这里焕发青春。

上虞

谢晋故里·晋生星片场谢晋故里·晋生星片场

3 月，覆卮山千年梯田进入油菜花季，一旁黄色小楼即
将成为“半山伴山”乡村文旅综合体，帮助当地进一步打响
乡村旅游品牌。

瓷源文化小镇瓷源文化小镇瓷源文化小镇

（图片由永康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提供）

“无”中生有
为乡村嵌入精致的烟火气

在流水潺潺的溪边茶坊，喝一杯刚
炒制的春茶；在一望无际的花田里，随
手拍下的春景都似明信片那般完美；喜
欢户外运动的年轻游客，在山谷滑道里
体验极速冲浪，欢声笑语塞满了整座村
庄⋯⋯走进永康，人们不禁发现，这里

的乡野越来越好玩了。
杨 梅 之 乡 山 门 头 村 ，采 用 乡 贤 带

头、村民入股的方式筹集资金，利用得
天独厚的自然优势，发展成了一个集运
动、采摘、亲子于一体的山门头新时代
乡村旅游示范区，成为当地发展乡村旅
游的一块金字招牌。在该项目一期探
险乐园打响品牌后，第二期项目“最美
谷溪印象山门”，包括村庄道路白改黑、
绿化景观提升、老年康养中心和各类基
础设施迅速启动建设，此外第
三期温泉度假村等项目目前
也在招商引资中。村民都
盼着附近度假村的开发，
能让这里的乡村旅游迎
来“梅开三度”的好光
景。

既 有 古 色 古 香、保
存完好的古村落街区，又
有 5G 轻松驿站、新概念民
宿、共享图书馆、户外营地等
深 受 年 轻 游 客 追 捧 的 旅 游 业
态⋯⋯可能谁也没想到，并无山水资源
可“傍”的大陈村，7 年来历经一轮轮“微
改精提”，如今成了远近闻名的旅游网
红村。村里先后打造“创匠工坊”、“舜
耕巷”休闲娱乐、“临水街”名特优土特
产与特色餐饮等 16 种业态，在保留村庄
原有风貌的基础上，挖掘本土特色，推
出旅游美食，不仅打响了大陈的旅游品
牌，也让这里成为不少商务人士的聚会
首选地。

乡 村 不 仅 是 有 山 有
水、有 田 园 有 民 宿 的 世 外

桃源，乡村同样也是时尚好
玩、烟火气十足的后花园。永

康计划再用两年时间，在立足美
好生活要求的基础上，打造镇村生活服
务圈，营造景美人和、主客和谐的乡村
旅游氛围。

研学升温
书写乡村文化铸魂新篇章

走进秀岩村文化礼堂，一个逼真的
野外场景映入眼帘，这是生物多样性展
示场所——环保实验室，也是秀岩村在
打 造 文 旅 融 合 过 程 中 的 一 个 小 特 色 。
在这里，不仅有当地生态环境情况的展
示和科普，还可以参加丰富有趣的环保
实践活动。网红云集的晓白楼，浪漫诗
意的晓舍民宿，既有幽雅环境又有美食
的“晓厨”⋯⋯作为永康市首个省生态
文 明 教 育 基 地 ，秀 岩 村 盘 活 绿 色 发 展

“会务”经济，开展培训学习，打造教育
基地，营造“宜居宜业宜游”的慢生活。

位于舟山镇的端岩村，曾因“人均
日产 38 克垃圾”而成为推行垃圾分类的
样板村。如今，其“美丽攻略”有了升级
版——依托塘湖山庄大力发展研学游，
打造独具特色的塘湖书院和垃圾分类

研学基地，构建集国学文化、农耕文化、
垃圾分类科普等为一体的亲子教育研
学旅游平台，进一步丰富旅游业态。

不断升温的永康研学游，也受到越
来越多的关注和肯定。今年 2 月浙江省
教育厅办公室、省文化和旅游厅办公室
公布的第三批浙江省中小学生研学实
践教育基地名单中，永康方山口研学基
地和古山前黄村红色研学基地榜上有
名，至此永康共有 6 家基地入选。

“红”“绿”相间
打造文旅融合发展样板地

永 康 是 远 近 闻 名 的“ 世 界 五 金 之
都”，这里不仅有着上千年的灿烂五金
文化，也积淀着追求真理与信仰的红色

根脉。丽州大地上，留下了中国工农红
军第十三军先辈们的战斗足迹，树起了
刘英、张贵卿等革命先烈的不朽丰碑。

位于古山镇的前黄村，设有小吃一
条街、红色主题休闲公园、主干道路面
白改黑、美丽田园机耕路改造、全村绿
化提升、红色街角小品等休闲工程，在
硬件上形成了一条以“红色”为特色的
休闲环线；同时，推出“红＋绿”特色乡
村旅游发展模式，坚持“拆治结合”“产
游结合”，打好“红色教育”“红色文化”

“红色休闲”三张牌，全力打造以红色文
化为主题的特色村庄，形成了独具特色
的红色旅游模式。

小桥流水、曲径通幽⋯⋯仰平吕氏
的发源地雅吕村，不甘于眼前的风景，
而是希望能够将这里的自然资源转化
为文旅业态。去年暑假，村庄特邀浙江
经济职业技术学院的师生，用宋代《耕
织图》《婴戏图》《百蝶图》以及南宋词人
辛弃疾为永康籍爱国词人陈亮所做的

《破阵子》等为底本素材，以墙绘宋韵的
方式将村庄装饰一新。

在以旅游业“微改造、精提升”促进
文旅融合的道路上，永康挖内涵、显特
色，努力开创见微知著、见形见物的融
合新格局，不断提升“文润永康”的城市
魅力，力争到 2025 年圆满完成“全国文
化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样板地”“全国
体育产业发展新高地”“世界万年湖西
古村文化新地标”等目标。

文旅融合谱新篇 乡村风采齐绽放
傅静之 陈 刚 吕莹莹 陈瞳

阳春三月是赏花游的最佳季节，

要问什么花最吸引人，可能很多人会

大声回答“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这

不，上周末永康市花街镇店园村举办

的“十里花街 乐享村野”第二届桃花

文化旅游休闲节，让大家的目光都聚

集到这片乡村旅游的胜地，穿汉服、

赏桃花、看表演⋯⋯一场场热热闹闹

的踏青活动，将三月的永康风光展现

得淋漓尽致。

近年来，素有“世界五金之都”之

称的永康以“微改造、精提升”为抓

手，以“绣花”的耐心细致，做精做深

乡村旅游，从挖掘文化内涵和提升游

客微观感受入手，按照全域覆盖、点

面结合、统筹推进、以人为本的原则，

让游客玩得尽兴、游得满意。

永康永康

方岩景区

山门头村山门头村 岗谷岭景区岗谷岭景区

前黄村 红色研学活动
秀岩村秀岩村

大陈景区大陈景区 舜耕巷舜耕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