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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日前，，在杭州区划调整三周年之际在杭州区划调整三周年之际，，余杭区发布一季度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余杭区发布一季度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该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该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814814..2626 亿元亿元，，取得取得 GDPGDP 总量总量、、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

加值等五项全省第一加值等五项全省第一。。10001000 多个日夜的奋战多个日夜的奋战，，余杭区不断向新而进余杭区不断向新而进，，在逐渐巩固在逐渐巩固““浙江经济第一区浙江经济第一区””之位的同时之位的同时，，迈入了打造迈入了打造““杭州城市重要新中心杭州城市重要新中心””((下称下称

““新中心新中心””))新阶段新阶段。。

建好融的载体
打造良渚文化大走廊

今年，杭州市余杭区首个全区性大
会选择聚焦经济高质量发展，随后的第
二个全区性大会，选择聚焦宣传思想文
化工作。两个大会，余杭向外界传递着
鲜明的信息：既要有经济“硬实力”，也要
有文化“软实力”。

余杭区东西向延伸着一条璀璨的文
化“玉带”。以被誉为“中华第一城”的良
渚古城遗址为中心，向西是传承千年的
径山文化，往东是拥有两千年底蕴的大
运河文化，“玉带”上还散落着良渚博物
院、杭州国家版本馆、瓶窑古镇、安溪老
街等一颗颗“明珠”。

如何更好保护良渚遗址，传承中华
文明？如何串珠成链，盘活以良渚文化
为核心的文旅资源，打造城市新IP？

在保护第一原则下，余杭汲取了
城西科创大走廊发展模式的经验，
推动文化资源、旅游资源、生态资
源、产业资源深度融合发展，用一
条“文化大走廊”赋能“新中心”加
速建设。

去年是良渚文化大走廊建设

元年。打造新时代文化高地，余杭硕果
累累。杭州亚运会火种在这里点燃，良
渚元素闪耀赛场内外；首届良渚论坛成
功召开，来自 91 个国家和地区的 300 余
位代表出席论坛；《良渚文化大走廊发展
战略与行动规划》编制完成并通过专家
评审；创成省公共文化服务现代化先行
区、全省唯一的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
入选“浙江省乡村旅游五创行动试点名
单”、浙江省保护发展联盟秘书处成功落
户、“文旅深度融合工程”综合评价位列
全省第一⋯⋯

当下，伴随着良渚文化大走廊首期
十大工程的推进，良渚文化国际交流中
心、良渚港综合保护、径山茶文化公园等
项目蓄势待发；《良渚文化大走廊“文
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

出台，更是让这条大走廊的建设进入
“2.0”版——打造一个文化人才集聚地、
文化产业兴盛地、文化旅游目的地和文
化传播传承地。

为此，余杭也给出了颇具吸引力的
政策。

比如，在大走廊打造运动休闲、主题
乐园、旅游演艺等休闲旅游项目，给予投
资额10％、最高200万元的补助。

再比如，引进全球知名酒店集团品
牌及运营团队，最长享受三年最高可给
予500万元奖励。

值得注意的是，自提出至今不到一
年半时间，良渚文化大走廊建设已经实
现战略层面的跃升：继被写入去年的杭
州市政府工作报告后，今年浙江省政府
工作报告也明确将持续推进良渚文化大
走廊建设。

由此可见，建设良渚文化大走廊，不
仅是通过文化的保护与挖掘推动区域协
调发展、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举措，更是

要以打头阵当头雁姿态，努力成为中国
式现代化城市范例，通过“良渚之窗”
向世人展示文明中国。

培育融的品牌
夯实乡村振兴底座

余杭举全区之力建设的良渚文
化大走廊，有项很重要的使命，就是

探索文旅赋能共同富裕之路。
径山文化是良渚文化大走廊的一

颗“文化明珠”，是余杭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

径山镇径山村被誉为“禅茶第一
村”。每逢周末或节假日，这里游客络绎
不绝。很多人特地赶过来体验“径山茶
宴”，感受宋代文人雅士点茶、斗茶的风
雅。径山村党委书记俞荣华透露，过去
一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超过360万元。很
难想象，20多年前，这里还是个较为贫困
落后的村落——村集体经济年收入不到
10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也只有4000元

左右。
近年来，径山打通产学研旅

致富链条，持续放大径山茶致
富“金叶子”带动效益，径山
镇上榜杭州市共同富裕示
范城市范例第一批试点、
入选浙江省首批共同富
裕实践观察点。

春 日 寻 鲜 ，以 竹
笋制成的百丈特色美
食——花生笋干、笋衣包
子备受游客欢迎。百丈
镇作为毛竹之乡，以竹带
来“百丈百味”，如竹筒制饭，
有着独特的舌尖味道。当地
民宿也以竹为题，依竹而生，同
时推出挖笋、露营、品茶等体验活
动，以创新形式促进文旅消费。

以文促旅，百丈镇还充分利用闲置
农房和低效民宿，建设了 7 家主题各异、
风格鲜明的地方文化空间和乡村博物
馆。前不久，蔡志忠文化馆落户余杭百
丈镇，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群山涌
翠，竹海茫茫间，百丈镇溪口村又添一
个“文艺范”的生力军。如今，百丈镇正
在积极建设“乡村博物馆第一村”，用文
化赋能乡村振兴，打造“看得见文化、品
得了艺术、留得住乡愁、带得动致富”的
百丈样本。

而在余杭瓶窑老街，这里正在打造
“非遗街区”，目前已建成杭州首个非遗馆
群，包含良渚玉雕馆、余杭纸伞馆、瓶窑陶
艺馆、风筝灯彩馆、蚕桑文化馆等5个非遗
馆。馆内，除了展示区块外，还专门设立
了能与非遗传承人面对面技艺交流以及
非遗体验的区域。去年，余杭区还入选了
首批省级“非遗助力共同富裕”试点地区。

“此外，我们还有余杭之夜、余杭十
二时令全域挑战赛等文旅体品牌活动，
以农文旅融合促进老百姓增收，助力共
同富裕。”余杭区文广旅体局相关负责人
说，未来，余杭区还将立足深厚的历史文
脉和良好的生态优势，继续因地制宜构
建东部文化遗产、西部禅茶竹海、中部湿
地水乡和科创休闲的文旅融合空间，以

“一镇一品”文旅融合发展模式，打造余
杭特色的文旅 IP，为浙江高质量发展建
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贡献余杭力量。

用好融的空间
让发展成果普惠共享

随着文化势能持续激荡，一个个乡
村蓬勃发展，文化惠民多点开花，我们真
切地感受到，为了人民的美好生活，余杭
各方使出了“洪荒之力”。

被评选为浙江省最美融合公共文化
空间的余杭文化中心正在探索公共文化
共同体建设之路。该中心汇聚了图书
馆、文化馆、非遗馆、大剧院、文旅大数据
中心，推出“余杭文化中心体验日”，探索
一套新型公共文化服务模式，推动公共
文化服务转型升级。

新港村把亚运会的浓厚运动氛围转
化为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的动力，不仅建

起了足球场、篮球场、波浪道、室内体育
馆，还经常组织各类体育赛事。在乡村
振兴的道路上，新港村已从原来的“农
业+旅游”模式提升为“体育+农业+旅
游”模式。

位于乡村的文化空间则着眼于传统
文化的活化利用和创新发展。在余杭区
黄湖镇青山村，这里以融设计图书馆为
核心，正在打造艺术文化村落。融设计
图书馆和自然学校由村内公益组织负责
运营，致力于传统美学、自然教育产业发
展。其中自然学校每年服务超过 150 个
企业、学校，接待访客 10000 余人次，开
展活动近200场次。

此外，余杭区还充分调动社会力量
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积极性。由杭州万
科投入建设的良渚文化艺术中心深耕

“书、展、演”领域，形成了“樱花节”“戏剧
节”等活动品牌。玉鸟集自开业以来，平
均每日接待客流约1.5万人次，月度销售
额超 1800 万元，获评省级夜间文化和旅
游休闲街区。

“新中心”不仅是产业城、通勤地，更
是烟火气、宜居地。不分城乡，漫步在余
杭街道，文化空间不断提档升级，文化服
务供给繁花似锦，公共体育场地设施日
益完善。81 处余阅公共阅读空间和 93
个“15 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激活了文
化服务“神经末梢”；全年开展“美丽洲”

“相约”系列惠民活动 200 余场，契合年
轻人多元需求，推出“余悦时光”艺术疗
愈品牌，举办芯潮夜市、ELLE风尚大典、
梦想未来音乐节等，惠及群众达 40 余万
人次；已建成嵌入式体育场地 10 万平方
米以上；包含“一场两馆”的国际体育中
心将于 2027 年 4 月投用；当地布局的城
市服务综合体区块建设正加快推进，设
有图书馆、青少年活动中心等设施。

三年裂变升级，如今“浙江经济第一
区”正豪情满怀，坚定不移地推进文旅融
合深度发展，丰富产品供给，繁荣文旅产
业，壮大文旅消费，全方位打响“五千年中
国看良渚”金名片，让文化艺术在这里成
为一种生活方式，为持续擦亮“人间天堂·
最忆杭州”金字招牌，为助力杭州建设世
界一流的旅游目的地贡献余杭文旅力量。

“花开正好 骑遇鸬鸟”
2024环浙和美乡村骑行游

良渚古城遗址公园

大运河（余杭段）大运河大运河（（余杭段余杭段））

余阅书房·林下书院

（（本版图片由余杭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本版图片由余杭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委会提供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委会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