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

9月24日

星期日

版式

盛引歌

版式

XXXX

联系电话

0571

85310479

邮箱

zjrb@

8531.cn

C12
专版专版

温州温州：：千年商港千年商港 温润之州温润之州
WenzhouWenzhou：：Millennium Commercial Port,Poetic WonderlandMillennium Commercial Port,Poetic Wonderland

温州通江达海、山城相拥、陆海交融，是
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城市。海内外数
百万温州人秉承千年商脉，发扬新时代“四
千精神”，为千年商港的创新发展不断增添
幸福底色。

这座独具情怀的商业之都，更是一座山
水美城。山江海湖岛瀑一应俱全，有“海上
名山寰中绝胜”雁荡山、“中国山水诗摇篮”
楠溪江、“海上花园·百岛洞头”、“东海 1 号
公路”苍南 168 黄金海岸、文成“国风山水秘
境”百丈漈和泰顺“廊桥·氡泉”国家级旅游
度假区等。

近年来，温州不断推进文旅深度融合，
焕发出创新之都的新活力，续写创新史，探
索共富路。

（图文供稿单位：温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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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
唐代张志和笔下的西塞山，不仅是中国词学
的经典意象和江南意境的表现符号,还是中

国山水文化和隐逸文化中的重要主题。以
“西塞山”命名的吴兴西塞山旅游度假区，区
域面积 28.39 平方公里，位于西塞山南、湖州
市吴兴区妙西镇境内。近年来，度假区旅游
产品不断丰富，旅游链条持续延伸，旅游产
业聚集效应凸显，已成为集文化体验、生态
康养、亲子研学、乡村度假等功能于一体的
旅游度假区。

（图文供稿单位：吴兴区文化和广电旅
游体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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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的水，唐宋的镇，明清的建筑，现
代的人”，在浙江，古镇有很多，嘉兴市西塘
古镇是特别的——一座生活着的千年古镇。

主客共享，一座生活着的千年古镇

推开窗凭栏而眺，老人们在屋檐下悠闲
地聊天，孩子们在弄堂里追逐游戏，袅袅炊
烟从屋顶缓缓升起⋯⋯西塘以其独有的模
式告诉世人：西塘，不仅属于前来的游客，也
属于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人。

在开发与保护并行的20多年里，西塘始
终坚持与当地原住民“共建共享”的理念，用

“生活”这一世代相传的载体，保护与传承古
镇的文化DNA。

在西塘，6000 多名原住民依然保持着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生活习俗。多
达25万平方米的明清古建筑群保存完好，让

西塘成为国内目前保存最完整、保存面积
最大的古镇，并且成功列入联合国教

科 文 组 织 世 界 文 化 遗 产 预 备 清
单。原住民是古镇的“魂”，用特

有的烟火气，包容着人与景的共
生。

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研究中心主
任冯骥才曾称赞道：“西塘镇的一个发展理
念——‘生活着的千年古镇’，这个观点是很
有远见的。”“从西塘古镇的发展中，我看到
了变中的不变，和不变中的变，这是值得学
习和借鉴的。”

深耕厚植，让非遗在传承里“活”下去

打 莲 厢、扭 秧 歌、调 龙 舞 狮 ⋯⋯ 每 年
的农历四月初三，西塘古镇人声鼎沸、热
闹非凡。每到这一天，四乡八邻的民众就
会 汇 聚 到 西 塘 古 镇 ，举 行 隆 重 的 庆 祝 仪
式，这些仪式堪称中国民间文化的“活化
石”。

得到原真性保护的不仅仅是护国随粮
王信俗会，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西塘
已走出一条抢救性挖掘整理之路。在古镇，
你可以听到柔和婉转的嘉善田歌，你可以亲
手体验制作独特的盘扣，还能尝一口非遗传
统技艺制作的八珍糕，这种文化基因的保留
与传承，是对传统文化极好的活态展示和
弘扬，从而更大限度地还原古镇历史信息，
延续历史记忆。

以文兴业，“汉服之都”全产业链再升级

如今，在传统古典文化的传承发展中，
西塘文化更多元了，当西塘汉服文化周的鼓
乐声响起，一场场朝代嘉年华惊艳上演，周
之隆重，汉之华美，唐之迤逦，明之端庄，将
散落在浩繁古卷中的汉文化遗珠，一一串
起，款款呈现，引领着游客经历千年历史的
穿越⋯⋯

自 2013 年成功举办首届中国西塘汉服
文化周以来，西塘已经连续举办了 10 届汉
服文化周。从不足万人参与的 10 多项活
动，发展到如今近 40 项活动、超 10 万人参
与，西塘汉服文化周已经成为汉服界内的
盛事，“穿汉服、游西塘”“看汉服、到西塘”
已成为汉服文化与传统文化爱好者的共
识。

西塘用一举一动精心呵护着汉服这一
鲜明的文化符号。汉服，则一针一线，在西
塘开启跨越古今的对话。标准的汉服上衣
用布四幅，象征一年四季；下裳用布十二幅，
象征一年十二个月。领口左右相交，交领的
右衽覆盖于左衽之上，宽大的衣袖呈圆弧状

以应规，交领成矩以应方，代表“不以规矩，
不成方圆”。衣背后有一条直缝贯通上下，
象征人道正直。

如果说，文化上升到活动是体验的升
级，那么活动上升到产业则是发展的蝶变。
西塘系统谋划和推进汉服文化活动向汉服
文化产业发展，制定了汉服“一园、一链、一
场景”发展规划，全力建设汉服全产业生态
圈，集聚汉服设计研发、展览秀场、主题场
馆、线上直播、商业配套等丰富业态，打造长
三角地区最大的“汉服梦工厂”。

越来越多的人对古建筑、对传统文化的
态度有了转变，从被动接受到主动传承；这
里的原住民、经营户也不仅仅是景区的旁
观者，更是参与者，“主人”热情地招呼从天
南海北到自家做客的客人，为他们讲述更
多的“西塘故事”；把西塘视为“第二故乡”

的新西塘人，对这里发自内心的热爱，他们
带来的新思想、新理念，在这片水乡沃土落
地生根⋯⋯大江南北，无问西东，他们愿与
西塘这个千年古镇一起生活。

（图文供稿单位：浙江西塘旅游文化发
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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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龙游县溪口镇 2023 年“我们的
村晚”在灵上村文化礼堂开演。来自溪口镇
8 个村的文化礼堂选送的节目轮番上演，从
舞台设计到节目演出均由村民上阵，表演间
隙还设置亚运知识竞赛互动环节，村民们齐
聚一堂，共庆亚运，共享乡村文化生活带来
的精彩体验。

从“牌桌”到“课桌”、从“灶台”到“舞
台”、从“观众”到“演员”，如今的龙游，已实
现各个行政村文化礼堂全覆盖，礼堂内各类

文化活动时常上演。村民演出排练积极活
跃的景象，更是龙游县推进文化礼堂迭代升
级、打造精神文明家园的缩影。

这一变化得益于去年以来，龙游县创
新搭建以百家站堂共建、百村赛事活动、
百师培训服务为主要载体的“三百联盟”
基层公共文化运作体系。其在扩大社会
化服务范围的同时，聚焦文化活动与文化
培训服务，进一步激发农村群众的参与热
情，让农村文化礼堂从物质家园化身为聚

人气、惠民生、兴文化的精神家园。该体
系运行以来，全县参与“站堂联盟”社会化
运作的农村文化礼堂达 120 家，开展赛事
活 动 150 余 场 ，推 出 公 益 培 训 2000 余 课
时，推动村民物质、精神“双共富”。去年，

“三百联盟”成功入选全国基层公共文化
服务高质量发展典型案例，为打造农村精
神文明阵地、实现长效运行和持续发展提
供实践样本。

据龙游县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介绍，除

增强文化礼堂“造血功能”外，龙游还致力于
激发村民群众的文化自信与认同感。利用

“三百联盟”，龙游积极打造“一村一品”，由
村民当主角参与演出排练，并建立文艺清
单，开展跨行政村文化走亲活动；建立“一乡
一节”，开展如湖镇镇“民俗文化节”、横山镇

“荷花节”、罗家乡“黄茶节”等活动，实现以
文化惠民、以文化育人、以文化推动乡村振
兴的文明新风。
（图文供稿单位：龙游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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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山市普陀区，一个有着浓厚海洋文化
气息的滨海之城，自入选首批浙江省公共文
化服务现代化先行县培育对象名单以来，迎
来了一场全民艺术普及的热潮。

为了让更多人能接触到艺术，普陀区积
极探索全民艺术普及新机制，延展公益性艺
术大课堂服务半径，把各类文化场馆作为主
阵地，在春、夏、秋三季举办“新普陀·艺同
行”公益培训课程，包含渔民画、合唱、书法、
摄影、综合形体训练、秧歌、刺绣、手工布艺、
瑜伽等10余门课程，为不同年龄段的居民提
供艺术培训，两年来已累计开课 1200 课时，

培训人数达5.5万人。
这些培训课程不但丰富了居民的文化

生活，更在无形中厚植了基层文艺团队发展
壮大的土壤。今年，“又见普陀·艺术时光”
2023 普陀全民艺术普及成果展演在东港莲
花洋广场举行。现场精彩纷呈，许多居民在
舞台上展现出自己在艺术领域的才华，也实
现从“台下看戏”到“上台演出”的转变，为普
陀的文化繁荣注入新活力。

基于普陀区海岛众多的实际，普陀区进
一步加大流动艺术普及服务力度，组建由海
岛文化能人、文化骨干、艺术类培训机构老

师等组成的文化志愿者队伍，通过区文化馆
的业务指导加强服务意识和水平，精准对接
海岛居民文化艺术需求，采取配送方式，在
文化礼堂、社区文化家园等公共文化服务前
沿阵地，开展越剧、书法、渔民画等系列培训
和体验活动，让居民不出海岛就能“有所为、
有所乐、有所获”。

文化场馆是全民艺术普及活动的重要
载体。普陀区陆续打造渔港博物馆、朱仁民
艺术馆、普陀非遗馆、普陀美术馆等海洋特
色文化场馆，相继建成普陀大剧院文化驿
站、渔港文旅驿站城市书房等17处新型公共

文化空间，为广大居民带来更多文化、艺术
活动的同时，也为普陀区注入了独特的艺术
气质。

普陀区高度重视本土文化的传承，陆续
举办“普陀区非遗进社区、进礼堂、进校园”
公益活动，让刺绣、渔民画、渔绳结、手工布
艺、木雕、盘扣等众多非遗技艺走进社区和
学校。在“献给小岛的歌”小岛音乐会现场，
配套非遗项目培训。居民可以跟着非遗传
承人学习独属于海岛的非遗技艺，从而更深
入地了解舟山本土的文化根源。

为了让全民艺术普及渗透到普陀的角

角落落，普陀区还通过数字化手段开展线
上艺术课程与活动，如上线“渔民画云码
头”特色应用、推出原创广场舞《海洋之约》
线上教学活动等，让艺术普及工作更加便
捷、高效。

未来，普陀区将持续打通基层公共文化
服务的“最后一公里”，以“全区域覆盖、全人
群普及、全时段开放、全时空服务、全社会参
与”等方式方法，使得更多的居民能够享受
到艺术普及的福利，也让文化艺术成为现代
化新普陀的特有气质和靓丽底色。
(供稿单位:舟山市普陀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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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游县城市风光
Longyou County

泰顺廊桥泰顺廊桥
Taishun Covered Bridges
Taishun Covered Bridges

文旅赋能亚运，让世界看见活力浙江
Cultural Tourism: Enriching Hangzhou Asian Games, Revealing an Energetic Zhejia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