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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式：盛引歌18 文旅浙江

浙江美如画 文旅竞芳华 5·19中国旅游日

南湖革命纪念馆忆革命峥嵘岁月，马家浜遗址溯辉煌史前文明，月河老街上探江南文化，南北湖畔品山水清雅，盐官古城览潮涌东方⋯⋯

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悠久的历史馈赠嘉兴众多文明瑰宝，慷慨的自然赋予一片秀美风景，人文与自然交相辉映。

如今，在嘉兴这块热土上，文旅融合不断从理念走向实践：南湖抢抓“两大主平台”创建新机遇，以融合发展、高质量发展为主线，全面起势，

擂响“整装再出发、开局即奔跑”的声声战鼓，提亮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时代新成色;嘉善聚焦文旅产业发展热点和短板，拓展创新“旅游+工

业”“旅游+农业”“旅游+休闲”“旅游+文创”等模式激活文旅融合新格局；海盐在全域旅游示范县创建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城乡—体化、产业

融合化，凝心聚力打造共同富裕文旅样板；海宁以外延融合为突破口，通过建设景区新型文化空间，延伸公共阅读、名人文化、诗路文化、非遗实

践等文化服务内容至景区，突出“文化+旅游”融合理念，实现文化服务赋能旅游景区，进一步提升市域内旅游公共服务含金量，努力打造公共文

化场馆服务功能拓展先行先试省级示范⋯⋯各地绽放文化璀璨、风华夺目的新精彩，助力嘉兴争当“重要窗口”中的“最精彩板块”。

嘉兴：青砖黛瓦忆嘉禾 以水为笔绘江南
郭海峰 徐子胭 沈宇清

“这里让我有一种很新鲜的感觉，我
们的乡村画展也能办得这么好，感受到了
人文底蕴，整个活动也很丰富。”

在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与人潮滚
滚奔赴山海的外向型旅游方式不同，下沉
式的乡村旅游，其火爆程度也不遑多让。

“五一”假期，六里村朱家门举办了
村田花花游园会活动，为期3天，包括音
乐会、美食节、画展、花田等 10 余项活
动。精彩纷呈的艺术活动吸引络绎不绝
的游客走进朱家门，体验艺术村落风采。

依托悠久的历史传承和深厚的人文
底蕴，海盐通过“微改造、精提升”项目，努
力将朱家门打造成人文隐逸桃源、古堰文
化名村、文创艺术高地。目前，已有一批
文化名人及文化文创工作室陆续入驻，朱

家门的文化氛围愈发浓厚，多元文化在此
碰撞交融，朱家门逐渐成为以“名人隐居、
文化休闲、乡村和谐”为主题的文化聚落。

素有“鱼米之乡、丝绸之府”美誉的
海盐文脉绵延流长，每个乡村都有不同的
乡风民俗、历史文化。1700多年历史的
江南古刹金粟寺、600多年历史的“浙江
第一阁”千佛阁、明清修筑的“海上长城”
鱼鳞海塘、第一批国家级非遗名录海盐滚
灯⋯⋯这些“有形或无形”的人文历史，是
海盐发展乡村旅游的宝贵资源。

以文促旅、以旅彰文，已成为现代旅
游业发展的必然选择，是促进经济增长
的客观需要，也是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
题中之义。

近年来，海盐扎实推进景区村庄创

建，以美丽乡村建设成果为基础，鼓励
各创建村有效盘活乡村旅游资源，深挖
乡村文化内涵和人文历史资源，开发和
发展文旅综合性项目，加快“休闲+旅
游”新业态融合，促进乡村从“环境美”
向“发展美”转型，全面助力乡村振兴、
共同富裕。

今年，海盐县文旅深度融合工程专班
按照县委、县政府关于文旅深度融合发展
的总体部署要求，以重大文旅产业项目为
牵引，健全文旅产业体系，打响文旅消费
品牌，提升人文营商环境，推进现代社区
建设。以海盐滨海国际度假区、开元森泊
南北湖旅游度假项目两个省“千项万亿”
重大项目为重点，加快推进全民健身中
心、竞技体育馆和天仙湖公园等重大文旅

项目建设。在一季度全省“十项重大工
程”县级星级评定中，海盐县文旅深度融
合工程获得全县唯一五星。

深化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是文旅
深度融合工程的重点任务之一，海盐县
巡察机构立足“监督的再监督”职责定
位，深化运用重大巡视问题清单管控机
制，对主动发现上报的文物保护问题常
态化跟踪问效，压紧压实有关部门整改
责任。同时加强与海盐县文保部门的协
调配合，将监督“探头”延伸到全县38处
文物修缮保护一线，聚焦千年古县文物
保护领域的责任落实、资金使用、制度执
行等 5 个方面 16 项内容，开展全过程、
跟进式监督，为谱写文旅融合新篇章提
供坚强保障。

经过多年积累和孕育，海盐厚积薄
发、积厚成势，正释放出源源不断的发展
活力，展现蝶变跃升的勃勃生机。站在
新的历史起点上，又迎来了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虹桥南向拓展带、杭州湾大湾区
建设等多重历史机遇，特别是随着“两条
铁路”“两条快速路”加快建设，县域未来
的发展格局将得到重塑。

海盐：为乡村旅游注入文化之魂
章 敏 吴凤莉

海盐南北湖4A级风景区 （图片由海盐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提供）

今年以来，平湖市第一时间按下文
旅体深度融合“快进键”，搭好新舞台，融
出新路子，持续增强全域旅游核心竞争
力。一季度重大文旅产业项目投资完成
率为67.01%，排名嘉兴第一；五一期间，
乡村游人数达到 11.6 万人次，旅游综合
收入 523.78 万元，超过 2019 年同期水
平。

一边感受江南文化古韵，一边品尝
各种平湖美食，在南河头历史文化街区
感受静谧的休闲时光，已成为平湖市民
的向往。

应和市民的期待，南河头历史文化街
区二期已正式开工，项目总投资9亿元，是
浙江省扩大有效投资“千项万亿”工程
2023 年重大项目之一，也是浙江省“双

百”项目。按2023年计划投资2.25亿元，
目前已完成投资1.5亿元，完成率66.7%。

小桥流水人家，沿岸生息的名居，作
为平湖老城区的缩影，南河头历史文化
街区连接着过去与未来，是平湖的核心
地标与城市名片。南河头历史文化街区
二期拟建设氏族文化、非遗文化场馆、酒
吧、共享书屋、文创商店和民宿，打造综
合性的休闲旅游街区，让古街焕发新活
力。

坚持项目为先，不断刷新百姓幸福
指数。今年，平湖市系统谋划、专班负
责，大抓项目建设，年度文旅项目计划投
资34.98亿元，目前在建项目31个，完成
投资15.86亿元，完成率45.3%。旅游业

“微改造、精提升”入库项目 77 个，计划

投资 4.3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2.8 亿元，
完 成 投 资 2.78 亿 元 ，完 成 率 接 近
100%。比如推进明月山塘景区旧房改
造、俞家浜景区灯光亮化工程、钟溪樱花
里动漫展示馆提升工程等“微改造、精提
升”项目。

搭好文旅体舞台，好戏接连推出。
“五一”期间，赛艇小镇、棒球小镇、

当湖十局、乡村博物馆等深受群众好评。
5 月 20 日平湖将举办首届野米饭

节，招募令一经发布，顷刻间名额全部报
满。届时当湖街道金家村将迎来五月的
另一波接待高峰。

“一地一特色”，今年，平湖开展旅游
品牌营销策划，在体育旅游、工业旅游、
乡村旅游等方面，探索走出一条平湖“旅

游+”发展新模式，形成丰富的经营形式，
为村民开拓出一条广阔的致富路。

同时，平湖充分发挥景区发展监测
指数嘉兴第一的优势，继续推进文化标
识塑造、全域旅游提速、重大项目挺进、
市场消费倍增、服务提质增效五大行动，
为文旅体深度融合提供沃土。

文化、旅游、体育，1+1+1>3，要融
合，更要不断求新求变。接下来，平湖将
围绕九龙山、万亩稻海、游购小镇等积极
开展项目招引；专班推进国际会展中心

（大剧院）、科创图书馆、名创优品潮玩基
地等项目开工建设；同时利用好杭州亚
运会、嘉兴十运会、嘉兴人才日精英赛艇
邀请赛等契机，做好线上线下引流，推动
文旅消费提质扩容。

平湖：“微改精提”文旅体融合深一度
金跃华 杨 旸 郑 宏

平湖：“微改精提”文旅体融合深一度
金跃华 杨 旸 郑 宏

南河头历史文化街区 （图片由平湖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提供）

嘉善县历史悠久，春秋时期为吴越
两国接壤之地，吴越文化在此交融，创造
了灿若星河的历史文化。为让这些丰富
的文化遗产活在当下、更好地造福人民
群众，嘉善用一串串数字为文化遗产保
护传承做注脚：建成乡村非遗馆 10 个，
拥有非遗旅游景区 9 个、非遗展示体验
点 19 个、非遗传承教学基地 16 个、非遗
工坊 8 家、非遗骨干企业 6 家，认定非遗
主题精品旅游线路3条⋯⋯

2020年9月以来，嘉善以“打造精致
水乡，传承江南水乡文化”为目标，积极
推进项目融合、产业融合、市场融合，走
出了一条文化和旅游相得益彰的新路。

去年 7 月，作为嘉善江南水乡文化

传承的重要阵地，位于大云镇缪家村十
里水乡游客服务中心的嘉善非遗数字体
验馆正式开馆。在这里，市民和游客不
仅能直观了解极具嘉善地域特色的非遗
项目，还可以借助数字、影音、体感等手
段，以动静结合、视听融合的沉浸方式，
感受非遗的魅力及其与当代生活的交织
交融。

除嘉善非遗数字体验馆外，缪家村
还建设了丁海龙非遗传承馆、“云扣·花
间”盘扣工坊、乡村非遗学堂等一批非遗
展示传承阵地，大力培育非遗手艺村，用
非遗助力乡村振兴。

近年来，嘉善立足“非遗+”模式，不
断凸显江南水乡文化特征，精心探索培

育非遗特色产业群，以文旅融合赋能非
遗传承，实现非遗有效传承、传播和转化
利用，让非遗传承彰显融合之美。

围绕非遗融入乡村，嘉善重点打造
甜蜜花海非遗游线、水墨西塘非遗游线、
桃源渔歌非遗游线，吸引众多游客争相
打卡，非遗旅游线路也成为深受游客欢
迎的旅游线路之一。

丰富多彩、特色鲜明的非遗不仅是
嘉善悠久历史的见证，也是凝聚共识、连
接情感的重要精神纽带。通过推进文化
基因解码工程，嘉善持续推动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把
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激发非遗传
承新活力。

配合非遗民俗旅游的发展，嘉善县
还大力落实乡村休闲旅游提升计划，全
面推进“微改造、精提升”工作，持续培育
了一批生态美、生产美、生活美的乡村旅
游目的地。

根深才能叶茂，本固才能枝荣。接
下来，嘉善将沿着“保护优先、特色发展、
文旅融合、提升福祉”的发展路径，进一
步做好“存量”，全速推进文旅重大项目
投资，扎实做好旅游业“微改造、精提
升”，重点推进西塘古镇千年复兴工程，
打造“汉服之都”；抓好“增量”方面，以大
云国旅创建为契机，全力打造华东地区
最大的中继节点型旅游度假目的地，为
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嘉善：活化非遗 让“诗与远方”双向奔赴
周 宁 张晓萍

嘉善淡水捕捞渔俗 （图片由嘉善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提供）

南湖区，从历史走来，向未来而去，
因与红船相伴而得名，既有现代艺术与
古城风韵的完美融合，也有繁华都市与
江南水乡的有机碰撞。

文艺不限于剧场、不囿于围墙，日渐成
为城市常见的文化现象。自从去年11月

“星火赋美·乐享南湖”工程启动以来，南湖
区来自各文化馆（站）、演艺协会、艺术培训
机构等社会各界的文艺志愿者，已经在全区
20余个点位开展演艺活动。星星之火般的
文艺，遍布城市、融入乡村，点亮城市之美。

如今，南湖区正在向世界展示着自
己的恬然诗意。走在街头，经常能遇到
文艺现场：在南湖市民广场上，一位大叔
在树下拉二胡，将一曲越剧《葬花》配乐
演绎得如泣如诉；走到凌公塘绿道，一位

女士在练习美声，唱得荡气回肠⋯⋯
上周，首届南湖戏剧艺术节成功举

办。14 天，11 部戏剧，20 个非遗剧种，5
个风格迥异的剧场，来自全国各地的几
百名戏剧界专业人士，在南湖的各个戏
剧空间相遇、碰撞、交织，让文化成为城
市的闪亮底色。

在一季度嘉兴市“文艺赋美工程”指
标得分榜上，南湖区稳居第一，放眼全省
也在前列。据南湖区文化和旅游局统计，
今年 1 月至 3 月，全区举办文艺赋美活动
188 场，这份美好随着天气的向好继续升
级，4月全区举办文艺赋美活动204场。

文旅强区、文旅兴区、文旅旺区，项
目带动是关键，融合发展是重点。

作为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今年南

湖区创新机制推动文旅融合发展，不仅
以各类艺术节、音乐节、光影夜游等文艺
赋美活动聚人气，还结合旅游业“微改
造、精提升”等工作丰富业态激发城市

“新活力”，推动传统观光旅游逐步向深
层次、沉浸式文旅体验转化提升。

文旅场景升级，公共服务优化，宜居
宜游的南湖更加动人，对照文化和旅游高
质量发展要求，今年一季度，南湖区启动项
目建设25个，完成资金投入12.58亿元。

一批规模大、理念新、带动力强的文
旅项目是推进重点。

打造高品质嘉兴老城区的“慢享古
城”项目实施面积 2.5 平方公里，子城遗
址公园、高家洋房等景点项目继续完善，
让人瞬间领略千年禾城的风韵，该项目

已累计投资超14亿元。
作为禾城的“门面担当”，南湖景区

区域城市设计和景观提升工程成效卓
著，项目面积约 5.5 平方公里，景区及附
近区域绿化、亮化、滨水空间等公共设
施，水环境改造、水生态修复以及旅游厕
所、旅游小品、旅游城市家具品质提升等
内容，目前已累计投资超11亿元。

项目建设“跑”出加速度、“拼”出好年
景，围绕文旅重大项目建设投入旅游业

“微改造、精提升”等工作，今年南湖区继
续以产业项目投资赋能高质量发展，聚焦
打造“长三角城市旅游目的地”目标，持续
推进大运河诗路文化带建设、嘉兴市红色
旅游培训教育基地等重点项目，让南湖区
成为更多人的“诗和远方”。

南湖：红船起航地 融合正扬帆
罗益娥 王 筱

嘉兴南湖 （图片由南湖区文化和旅游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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