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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美如画 文旅竞芳华 5·19中国旅游日

在湖州，清丽山水几乎俯拾皆是。游古镇山水、品湖桑茶韵、赏

非遗文化、看人间烟火⋯⋯从南浔古镇到太湖南岸，从莫干山下到苕

溪人家，纳山水润泽，湖州既是温柔婉转的江南水乡，也是从山水中

觉醒出文化的古城。

文旅的融合交汇，让诗与远方从美好的憧憬成为可以惬意享受

的体验，湖州也凭借“湖光山色 度假之州”火热出圈，频出文旅爆点。

翻看“五一战绩”，南浔古镇景区被央视列入全国十大热门景区，莫干

山上榜“国内亲子游热门景区top10”，太湖龙之梦入选高德地图全国

十大热门自驾旅游目的地，长兴获携程榜单“全国小众游目的地第

一”。吴兴妙山村“山野夜市”、南浔“非同浔尝”非遗美食集市、德清

“乾城似锦·青春有料”市集、长兴国潮民俗市集、安吉小瘾半日村“春

生瘾集”等向游客展示了湖州的风采，也彰显了文旅融合的魅力。

去年，湖州就凭借文化和旅游的叠加效应，绽放满园芬芳。300

余枚乌程汉简回归湖州，湖州获批全省首个研学旅行产业试验区，

《典籍里的中国》陈列馆在湖州吴兴区开馆，长兴紫笋茶制作技艺、安

吉白茶制作技艺入选人类非遗，湖州三街创成湖州首家国家级旅游

休闲街区，南浔古镇、太湖龙之梦乐园创成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

区，南浔获批全省首个新时代乡村旅游产业融合发展试验区⋯⋯

这座清丽之城，用一个个聚焦文旅融合的成果，串联起“湖光山

色”的融合新路径，并通过坚持深层次、高质量、可持续的融合发展，

促进资源整合利用，推动产品提质升级，厚积薄发彰显新时代活力。

湖州：只此“湖光山色”，探寻清丽旅居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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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项目带动
塑造文旅高峰

一个优质项目可以带动一方经济，
一个标志性项目可以改变一座城市。湖
州以项目为牵引，推动文旅领域理念、布
局、机制、市场、队伍等方面的系统性重
塑和升级，促进文化和旅游有机结合，平
台和产业能级跃升。

吴兴围绕“新青年城市建设、创建西
塞山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打造湖州三街
消费 IP”3 个区块重点布局，今年一季度
已成功引进卿卿休闲度假酒店、湖州千
趣涧亲子野奢度假主题酒店等精品优质
文旅项目5个，总投资达11.32亿元。

长兴发挥龙之梦的“领头羊”作用，推
出大型高空烟花秀、灯光水舞秀、太湖古
镇街艺、醉美太湖演出等活动，持续扩大

“龙之梦”溢出效应惠及面。同时对外开
展“融合化”承接，引导周边乡村积极对接
龙之梦演艺资源，促进乡村演艺发展。

南浔以“大好高”“专新特”文旅项目
打开市场新空间，推进长三角亲子乐园

“1310”工程迭代升级，聚焦爆款 IP 和沉
浸体验类项目，推动在建亲子文旅项目建
设。“五一”期间，大运河历史文化街区、息
塘景区等5个项目全部对外开放。

安吉以全域旅游示范区为牵引，大
力推进以云上草原二三期、白茶原、金银
岛国际旅游度假项目等为代表的一批重
点文旅项目建设，通过不断加强项目集
聚化、产品多元化、运营品牌化，深化全
域发展，休闲度假模式入选全国案例。

今年 2 月，全省文化和旅游深度融
合发展动员部署会上，德清方特文化科
技创新示范园项目正式官宣。据悉，该
项目预计总投资45亿元，将建成集主题
文化科技、休闲娱乐、酒店餐饮、地方特
色文化体验于一体的参与型互动体验式
文化科技主题示范园，是一个大型文化
和旅游深度融合项目。

近年来，湖州迭代推动文旅“百大千
亿”工程向“高峰塑造”工程跃升，推动

“点状供地、坡地村镇”等政策落地，度假
项目年度投资额增速连续 5 年位列全省
前 3，总投资 251 亿元的太湖龙之梦乐

园火热运营。先后建成省级以上度假区
7个、乡村民宿集聚区14个，吸引了悦榕
庄、JW万豪等68家中高端酒店入驻，打
造了以云上草原、天际森谷等为代表的
89个新业态景区集群。

探源江南文化
发力人文新生

如何将清丽山水与文化底蕴交织贯
通，找到差异化、有个性、有深度的赛道
是做强文旅深度融合的要义。湖州从深
入推进江南文化标识建设、注重非物质
文化遗产动态传承、高品质打造“乡村
博物馆群”、创新文艺精品等方面积极塑
造江南生态文化标识。

吴兴实施“品读乡村计划”，创新发
展“文旅+研学”品牌，打造“一村一品”

“一村一课”，构建考古非遗、自然教育、
农耕文化等 5 大研学资源库、50 个研学
课程，推动文旅研学与考古、非遗、红色、
生态、健康、工业、农业七大模块的融合
发展，精心培育“研学人家”“共享田园”

“研学陪伴”等研学新产品。
南浔以打造“新青年、新经济、新业

态”南浔古镇为“四季看变化”标志性点位，
持续擦亮江南运河文化标识，全力推进运

河古镇集群复兴。同时深挖非遗资源，推
进跨界延链，打造“四季非遗”美食宴，蚕花
宴九宫格已在含山蚕花节上亮相。

德清解码“蚕桑丝织文化”“游子文
化”“瓷文化”等德清文化基因，以“IP+”
模式创建文旅品牌，将洋家乐、瓷之源、
赵孟頫等 IP，转化为“别具匠心”的优秀
文创产品。据介绍，德清已先后发布“蚕
花丝旅画江南”“月夕相珍渚上行”“在莫
干山遇见茶”东、中、西部 3 条德清县非
遗主题旅游路线。

安吉提炼转化生态、竹、吴昌硕、遗址、
白茶、邮驿、孝等7大“最安吉”文化元素，
解码安吉文化基因。以安吉白茶文化为主
要内容的“绿水青山 旅居安吉”非遗旅游
线路获全省首批非遗旅游路线。以文旅融
合模式建成的古城国家遗址公园项目成为
全国遗址保护与活化利用新典范，获2022

“全球世界遗产教育创新案例奖”。

活动妙趣横生
加速融合跃升

勇于创新的表达方式，是当下文旅
融合过程中，掌握“流量密码”的关键。
如何通过活动打造想象空间，成为刺激
文旅消费的跃升引擎，成为各地区在推
进文旅深度融合时的思考方向。湖州积
极打造城市形象传播矩阵，利用创新文
旅融合活动载体，强化国际国内交流合
作，高品质建设“湖光山色 度假之州”旅
游目的地。

德清陆续开展“一镇一节一村一品”
品牌文化活动，举办第25届新市蚕花庙
会、第 23 届乾元龙灯会、第 18 届雷甸枇
杷文化节、第15届莫干黄芽茶王赛等品
牌节庆活动，推动节庆文化活动成为节
庆旅游营销的核心要素。

以“紫笋茶制作技艺”项目入选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为契机，长兴积极“走出去”加强交流，参
加“品读钱江源 礼遇世界茶”四省边际茶
文化沙龙等活动，深化文旅融合发展成
果。

今年，安吉将结合玩水节、亲子节、
年味在安吉等重大节庆活动，举办百县
千碗·安吉味道美食烹饪比选活动，大力
传播安吉美食文化，进一步选树培育一
批“安吉招牌菜”，完善非遗小吃美食体
系。

说不尽的风韵轮转在湖州的四季流
年里，跃动出一幕接一幕的绚烂光影。
接下来，湖州将坚持守正创新、变革重
塑，不断推进文旅全方位、深层次、高质
量、可持续融合发展，打造湖州文化生态
新样本，开拓深度融合广阔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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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恩门风情水街迎恩门风情水街

400 年前，明代文人袁

宏道路过山阴县，曾感叹：

“士比鲫鱼多”。

一条解放路，一张10分

钟的路程图，大大小小17座

名人馆、博物馆、祖居（纪念

馆）、图书馆。步行其间，居

民日常的生活味与名士之乡

的历史味跃入眼帘，鲜活地

诠释着这座“没有围墙的博

物馆”。这是古越文化的发

源地和核心地——绍兴市越

城区。

近年来，越城区紧扣“首

位立区、幸福越城”的目标，

在保护传统街巷肌理和风貌

的基础上，立足“一城一桥三

故里”的空间架构，深挖“历

史+人文”富矿，原址打造多

个文化新地标，在“ 新”与

“旧”的对话间，推动千年古

城的文旅资源在更广范围、

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实现

融合发展。

深耕名士IP
“旧”地址的“新”故事

“故乡尽有好湖山，八载常萦魂梦
间。最羡卧游君有术，十篇妙绘若循
环。”蔡元培先生（字鹤卿，号孑民）在家
乡风景画册《越州名胜图》上留下了这首
怀乡绝句。如今诗句不仅印刻在蔡元培
故居外的照壁上，也与画册一起展陈在
孑民图书馆内。

孑民图书馆与蔡元培故居、蔡元培
广场同属绍兴市古城保护和利用的重点
示范工程。其中图书馆旨在打造传播孑
民先生生平事迹，讲述新文化运动思想
系列公共文化空间，自去年年底对外开
放以来已成为新一处研究、学习、弘扬蔡
元培先生思想的文化场所，“五一”期间
日均客流近8000人次。

作为越城区重塑城市文化体系、彰
显千年古城新风貌的重要举措，孑民图

书馆是也是缅怀先贤、不忘初心、砥砺前
行的一个具体实践。

沿着绍兴古城西小路历史街区自南
向北，10 分钟左右的路程就可来到阳明
先生宅邸遗址。自去年10月建成开放，
阳明故里围绕文商旅有机结合的游学圣
地、阳明文化研究的学术高地、阳明心学
的朝圣之地和绍兴东亚文化之都的标志
地四大定位，在考古遗迹点的基础上，用
诗情化景的手法营造前庭院的空间氛
围，保留了原有考古发掘发现的六大遗
迹，策划满足不同群体的研学活动。

“来到阳明故里，踏着圣人足迹，体验
圣人心境，感悟人生真谛，这趟阳明故里
的文化朝圣之旅让我收获颇丰。”来自上
海的阳明心学爱好者祝先生感慨地说。

越剧《王阳明》在国家大剧院上演，
纪录片《王阳明》在央视播放，动画片

《少年师爷之稽山阳明》上映，表演唱
《吾心光明》获浙江省第十四届“五个一
工程”奖，《话说王阳明》系列短视频全
网播放⋯⋯近年来，除了影视作品，以
阳明文化为主题的书籍、歌曲、动画和
周边文创产品迭出，也有力展现了名士
IP的蓬勃发展。

深耕名士 IP，共享文旅合作机遇。
越城区一方面广泛开展阳明文化体验、
经典诵读等活动，将“知行合一”“致良
知”等思想精髓送到校园、社区、农村、企
业和机关，另一方面以研讨会、主题巡展
和品牌赛事，以及与海内外高校等学术
机构展开文化战略合作等形式不断让阳
明心学走出去。

江南多名山，会稽山无疑是其中历
史最悠久的。《管子·封禅》载：“禹封泰
山，禅会稽。”足见会稽山之地位。会稽
山不仅是一座镇山、尊山、神山，更是华
夏文化的一座丰碑。无论在地形上还是
文化上，会稽山都是绍兴的脊梁。

会稽山还是大禹最后的安息之所，
2007年起，“公祭大禹陵”成为中国国家
级祭祀活动，依照古代最高祭祀礼仪“禘
礼”举行。

在大禹陵景区，沿着九龙坛南侧中
轴线的台阶一直向上，可以看见与周边
景观和山水环境相融合，与远处石帆山
顶大禹铜像遥相呼应的大禹纪念馆。纪

念馆总建筑面积 2.8 万平方米，建筑取
形自“禹铸九鼎”的传说，由上海世博会
中国馆设计者何镜堂院士主持设计，以
传承大禹文化、弘扬大禹精神为宗旨，设
有体现大禹文化、夏文化、祭禹文化的文
博展陈。

随着鲁迅故里高品质步行街、徐渭
艺术馆等高质量文旅项目的建成，浙东
运河文化园、黄酒小镇建设的推进，越城
区以“老城新地标”见文旅融合大成效，
谱写千年古城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文商旅融合
“老”地方的“新”业态

运河水从西穿过迎恩门，运河之上，
12 座古桥如虹卧波。相传越王勾践曾
在迎恩门外建箭楼，在箭楼上卧薪尝胆。

迎恩门风情水街以近 1.5 公里的古
运河为主线，东起迎恩门古迹，西至古刹
钟山寺，北濒萧甬铁路，南临霞西路，由
8.8 万平方米的街区和 10 万平方米的综
合体购物中心组成。运河两侧布局有文
创手工艺品、传统美食、非遗文化、城市

书房和戏曲水乡文化等业态。
“这里不仅是景区，更是一个生活

区，一处能够体现和还原老绍兴人生活
的街区。”越城区文化广电旅游局负责人
说，“运河两岸，文化传承、记忆复苏、街
巷空间、水乡风情，迎恩门水街是人们的
诗和远方。”

干菜焖肉、清汤鱼圆、白鲞扣鸡⋯⋯
随着“百县千碗·越宴十八味”的推出，水
街上的餐厅在“十碗头”绍兴经典特色美
食的基础上把四季限定菜品融入文化宴
席，丰富游客体验。

深化非遗与旅游融合，激活城市消
费，非遗客厅是又一体现。越红·绍兴
非遗客厅由政府和企业联合打造，设有

“迎恩书场，越音悠扬”“非遗空间，越艺
巧作”“茶道美学，越红演绎”“非遗研
学，越魂传承”四大主题空间，集合全市
30 余项优秀非遗资源，融展示、展演、展
销、体验、培训、教学等多种功能于一
体。

去年，迎恩门风情水街入选浙江省
第二批省级高品质步行街建设试点名
单，今年“五一”假期，水街的营业额近千

万元，客流破15万人次。
在越城区老街的幽深街巷里，在小

桥流水泛起的粼光中，绍兴的历史文脉
在这里得以传承。而老街的“微改造、精
提升”不但打造了高品质消费环境，扩大
品质消费供给，也进一步提升了城市形
象品位，成为越城区承载休闲旅游功能
的又一道美丽风景。

位于越子城历史文化保护区内的仓
桥直街，民居多为清末民初的台门建筑，
2003年曾获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
地区文化遗产保护优秀奖”。按照“保留
原住民，适度商业植入”的原则，引进文
创、绍兴特色消费品入驻，现已成为集居
住、商业、旅游为一体的历史文化街道，
据有关部门估算，每逢黄金周期间，这条
老街日游客量超万人次。

以文旅深度融合为导向，以旅游业
“微改造、精提升”行动为契机，越城区通
过新地标打造、新业态引入，将十里霞川
的盛景风光，一河一街的城市记忆融入
古城金名片，书写文旅促共富的创新实
践。

（图片由越城区文化广电旅游局提供）

绍兴越城区：新旧对话 文旅融合新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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