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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五一”假期，杭州文旅市

场热度居高不下，各种“花式”游玩

频上热搜，老牌核心景区清河坊历

史街区也是游人如织。根据上城

区文旅数据统计显示：“五一”期

间 ，清 河 坊 历 史 街 区 总 客 流 达

48.15 万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24.45%，日客流最高至 12.59 万

人次/天，创 2024 年以来单日客流

最高峰；总计营收额为 5235.48

万元，同比增长14.17%。

距离开街已有 20 余年，作为

拥有深厚历史底蕴的传统街区，清

河坊历史街区生命力的来源是什

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值得大家走

进街区细细探寻。

让脚步慢下来
营造慢生活空间

每个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历史文
化街区，它们跨越时间长河，在城市
更迭之中，作为独特地标，不仅记载
着城市商业文明发展进程，同时也记
录了人们消费习惯与生活方式的转
变。然而，经过多年发展，历史文化

街区如今也面临诸多发展困境与瓶
颈，面对更多元化的文化旅游需求，
如何创新、改变，保持生机与活力成
了摆在每一个历史文化街区面前的
一道“必答题”。

为摆脱快游快走的一次性旅游打
卡地标签，清河坊历史街区锚定打造
城市微度假旅行目的地的目标，通过
优化配套设施、推动商业外摆等方式，
聚焦多层次客群需求，营造可游可憩
的慢生活空间。为进一步保留历史街
巷韵味，勾勒好水墨江南的市井图景，
清河坊历史街区聚焦外立面、绿化景
观、城市家具、特色节点等“微改造、精
提升”，带着“放大镜”抠细节，从城市
界面、旅游体验上下功夫。据悉，作为
杭州文化旅游的窗口，清河坊不仅仅
满足于街区面貌的干净、整洁、美观、
舒适，更结合自然景观建设推出多个
文旅打卡点。2023 年以来，街区已完
成“微改精提”文旅项目 64 个，累计投
资超1亿元。“接待能力强了，游玩体验
感好了，流量自然也就不用愁了。”上
城文商旅发展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
绍。

同时，为了改变传统赶鸭子式的
旅游方式，让游人从慢下来到坐下来，
从“走马观花”到“细数落花”。在杭州
市、上城区两级城管部门的大力支持

下，商业外摆政策在清河坊街区实现
了样板化的落地。在南宋御街与大井
巷，多样化的商业外摆在这里寻到了
烟火气与品质感的完美平衡。茵茵绿
植、非遗竹编、中医药文化等10余处各
式各样的外摆元素提升街区颜值的同
时激活了商业氛围，更为游人提供了
休憩打卡之处。“商业化外摆的要求，
既要美观舒适，又要保证正常的功能
需要，还要能跟上常态化管理力量，这
其实对城市管理提出了更细致化的要
求。清河坊街区外摆的阶段性成果得
益于属地街道、城管局与广大商户的
共 同 努 力 ，才 形 成 了 目 前 多 赢 的 局
面。”上城文商旅发展有限公司相关负
责人讲到商业外摆时感触颇深。

据了解，为切实解决街区周边停
车难的问题，街区正逐步完善停车场
等配套设施，预计可新增200余个停车
位，有效提升游客的游览便捷度。

让街巷潮起来
打造年轻人聚集地
Z 世代成为消费主力的当下，历史

街区的内容升级必然需要更关注年轻
人的兴趣和生活状态。如何通过独特
文化业态呈现，提升消费者黏性，打造
更具活力的文旅产品？这是清河坊近
年来思考的课题。

以大井巷为例，过去几年间，曾经
安静的大井巷频频释放新鲜活力，逐渐
成为深受年轻人青睐的休闲打卡地。

时光洗去了旧时传统商贸业的铅
华，却又为此处换上了宋韵风雅与休
闲潮流的新装。一面是百年文保古
建，一面是新晋宝藏店铺，短短 300 米
的巷子聚集了咖啡店、书屋、手作店、
民宿等多元业态。从喧闹的河坊街拐
入大井巷，能深深感受到独属于江南
的坊巷文化与气质韵味在此焕发出了
新的生机。

而进一步“黏”住年轻人的法宝，
就是主理人集群。

清河坊历史街区现有羽和铃、成
田手作、吾等闲等 36 个主理人品牌。

“通过‘社群共建’，打破原有的单一低
质的个体户业态布局，街区将我们这
些主理人黏合在一起，打造出一个承
载在地商业创意力量的主理人品牌孵
化、交流、共创平台。”清河坊历史街区
环翠楼综合园区的相关负责人表示，
现在主理人与街区的关系已成为深度
的内容合作者、共创者。

相比宏大的文化概念，人们往往
更享受微小的生活意趣。围绕社群概
念，清河坊历史街区将社交属性融入
街区提升内容，通过打造全场景的空
间和多元化的体验，为多层次的消费
者提供情绪价值，既拓宽了消费需求，

也提升了消费频次。
近期大热的吴山广场“天风集”和

移动潮流花车业态就是清河坊的一大
突破创新之举。“五一”期间在“天风
集”摆摊的漆扇摊主大黑，忙得根本抬
不起头，他指了指排出五六米的顾客
队伍说：“你看这么多人等着呢！”据介
绍，做一把漆扇至少要 6 分钟，但大家
耐心地等着，这些排队的顾客大部分
是年轻人，有一半是穿了精致汉服的
青年男女。

艺文赋能
培育文商旅新亮点
清河坊的变化仿佛是一面镜子，

映照出来的是城市发展与文化演进的
双重风景。这里的每一次创新尝试都
不仅仅是为了吸引游客的眼球，更是
在为传统文化注入现代活力。

如今走进清河坊，转角的“惊喜”
无处不在。鼓楼小广场上，一边是热
闹非凡的“晚风音乐会”，天然舞台造
型与现场氛围布置，带给你不亚于演
唱会的音乐体验；另一边是幽静典雅
的南宋书房，寻一本宋韵典籍，在南宋
皇城根下体悟历史的源远流长。沿着
南宋御街前行，新锐艺术美陈快闪将
御街水系衬托得愈加灵动可爱。来到

“四拐角”，低吟婉转的阳台戏曲穿越
嘈杂的人声，久久萦绕在历史建筑之
间。运气好的话还能在街角邂逅一场
惊喜的盲盒音乐会，近距离品味建筑
艺术与表演艺术的融合之美。

此时艺术空间将千里之外的“敦
煌壁画”还原于江南古建，开展第一天
便接待了数百人观展。清河坊历史街
区依托丰厚的文化资源，全域打造“没
有围墙的博物馆”，现有胡庆余堂中药
博物馆、朱炳仁铜雕博物馆、刘江艺术
馆等文博艺术场馆 10 余家，同时持续
引入江南锡器博物馆、一本堂铁艺博
物馆等优质专题文博机构。

从深入推进博物馆群落建设到创
新推出国潮新演艺，清河坊在古街老
巷间打造出若干条自然与人文相交融
的文化展示带。

杭州上城区文商旅集团相关负责
人表示：“清河坊已逐渐脱离了原有
的、单一的旅游景点属性，更像是一个
综合性文化主题园区，希望通过高品
质的商业业态和多样化的文旅活动，
进一步降低文化游门槛，拓宽历史文
化、传统文化的受众面。”

加强产业辐射
重构城市“新烟火”

《浙江省旅游业发展“十四五”规
划》中指出：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
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实现深度融合
发展；推进“优秀传统文化+旅游”；打
造宋韵文化等具有浙江辨识度的文化
标识。清河坊的新业态正是契合这样
的高标准要求，从而展现出超强的竞
争力与发展前景。今年，清河坊历史
街区进入2024年浙江省千万级核心大
景区培育名单。

杭州上城区文商旅集团相关负责
人表示，希望通过高品质的商业业态
和多样化的文旅活动，把清河坊打造
成本地人愿来、年轻人爱来、外地人想
来的文旅目的地。正在优雅转身的清
河坊历史街区未来将继续围绕“商圈
联动+产业拉动”的方式，统筹发挥历
史文化资源，积极探索、发挥“文旅+”
辐射作用，为历史街区、传统景区提供
焕新活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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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上城文商旅发展有限公司提供）吴山广场的潮流花车市集

鸟瞰清河坊历史街区

清河坊历史街区“四拐角”的国潮演艺

在大学校园里设立一个农产

品品牌馆，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在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北

门，坐落着杭州市钱塘新区农产

品品牌馆，内里大有乾坤：既有蕴

含地方文化的美食、来自全省各

地的农产品，师生还可在此进行

课程教学、调研实践⋯⋯该品牌

馆是该校融合实践教育、科技服

务、农产品销售、品牌推广等功能

于一体的重要平台，亦是学校以

产教融合、科教融汇，赋能乡村产

业发展，打造共同富裕示范区先

行校的缩影。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职业教

育必定大有可为。学校理应将职

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与服务乡村全

面振兴事业高度融合，形成双融双

促的乡村全面振兴校地命运共同

体。”该校党委书记劳赐铭表示。

作为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与浙

江省人民政府共建的现代商贸流

通类院校，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始终坚持“立足区域，依托行业，服

务三农”的办学思路，主动贴近行

业产业需求，构建“人才+平台+技

术+服务”多维赋能模式，为乡村振

兴提供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保障、

智力支持和技术支撑。

育训并举
激活乡村振兴人才“引擎”

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
近年来，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紧紧围绕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
主线，聚焦服务县域农产品上行产业
链岗位群需求，主动与供销社、县域政
府、企业合作，深化“校社政企”育人模
式，深耕农村电商流通服务体系建设
和县域农产品上行人才供给。

据悉，学校与浙江农林大学合作
开展食品质量与安全四年制高职人才
培养试点，与社属企业合作开展现代
学徒制班、定向班等人才培养项目，承
担师资培养、科研合作、学生实习实践
等多种功能，多方位、多层次为涉农行
业、企业提供人才支撑。学校还依托
行业、产业调研，紧密结合行业企业人
才需求，推动专业设置与产业发展相
匹配，加大农产品加工与质量检测、农
资营销等涉农专业建设力度，同时积
极扩展电子商务专业群、会计专业群
等专业群的乡村振兴服务面向，大幅
提升乡村振兴人才供给能力。

在大力培育涉农人才“向农而行”

的同时，学校紧紧围绕农业全产业链
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人才需求，开展
全方位多层次的理论研修和教育培
训，致力于培养一支知农、爱农、信农、
助力乡村振兴的人才队伍。

3 月 30 日，由浙江省农业农村厅
主办，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承办的

“浙江千名乡村CEO培养计划（一期）”
总结会议顺利召开。历时9个月，经过
基地实训、驻村实训、远程教学、互访
学习等方式，100名乡村职业经理人的
乡村运营理论素养与实践技能得到了
系统化培养、全方位的提升。

这便是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首
创的“农民点餐、学院送餐”的培训服
务模式——通过开出个性化学习菜单
为农民提供定制化的精准培训服务。
随着十几年来的不断迭代升级，“农民
点菜、学院送餐”培训服务模式已真正
成为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的为农服
务“金名片”。

为提高农民教育培训实效，进一
步壮大乡村人才队伍，学校从浙江农
民大学 9 大校区、11 个农民学院、89 个
农民学校培育的 63 万学员中遴选 30
名优秀学员，联合发起了浙江农民大
学校友优质农产品供销联盟，构建了

基于联盟的涉农人才实战培训资源共
建机制。并于2021年建立“新供销·新
零售·新农创”现代智慧培训服务中
心，孵化具有国家级水平的社会培训
服务团队、师生三共科创团队、学生涉
农双创团队，亮化“农民点菜、学院送
餐”为农服务品牌，打造培育三农领头
羊的“新供销·新零售·新农创”现代智
慧培训服务样板。

截至目前，学校已累计培训以乡村
振兴急需人才为主的实用人才10万余
人次，先后10多次荣获全国供销合作总
社行业职业能力建设工作突出贡献奖等
省级以上荣誉。学校的特色培训及专题
服务已成为高校涉农培训的专业品牌，
发展出100多个特色培训菜单，形成了
生产服务—质量检测—营销推广—品牌
建设全产业链菜单服务体系。

科教融汇
打造三农服务新路径

主持或参与涉农国家社科重大项
目 1 项、省部级科研项目 6 项、厅局级
科研项目 50 余项，获得省级领导批示
成果 3 项、厅级奖励 8 项、涉农专业群
拥有发明专利10余项⋯⋯

通过一组组跃动的数字，可以看
到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正通过大力
提升技术研发水平、协同创新能力和
成果转化能力，架起一座从农业科技
通往现实生产力的桥梁。近年来，为
了提升职业教育对乡村振兴的支撑
度，学校创新产教融合发展运行模式，
成立浙江合作经济管理学院、合作经
济智库，通过技术赋能，攻克行业技术
瓶颈，推动涉农科研成果转化、实现产
教融合协同发展。

“把科研成果变成田间地头的现
实生产力，实现富民增收，是学校的初
衷。”学校校长陈德泉表示，“要让学校
的人才资源、研究技术和科研成果在
广大农村发挥作用，教师和学生必须
深入一线解决实际问题。”

2023 年 8 月，浙江经贸职业技术
学院科技服务队来到衢州市常山县三
溪村，走进蔬菜大棚，采集土壤样品、
评估蔬菜生长情况、讲解管理注意事
项，为村里的蔬菜丰收保驾护航。除
了农业新技术，该团队还与村委签订
了共建“阳光空间”服务协议书，打通
了 学 校 为 三 溪 村 服 务 的“ 最 后 一 公
里”。

“阳光空间”是学校为助力乡村振
兴打造的综合服务平台。本着“落实
中央政策阳光，普惠百千村社居民”的
宗旨，学校自 2019 年启动了“阳光空
间”的建设，并以此为载体整合校内外
资源，以结对村——常山县东坑村的

帮扶工作为起点，全面开启服务乡村
振兴新篇章。

据统计，经过 4 年的帮扶，东坑村
的年经营性收入跃升到100余万元，被
评为省 3A 级景区村，成为学校“阳光
空间”助力乡村振兴的样板。该帮扶
案例 2022 年先后入选教育部、省教育
厅教育助力乡村振兴典型案例，省委
教工委高校人才助力乡村振兴典型案
例。

目前，“阳光空间”村社服务点已
在全省建立了 103 个，推进技术服务
61 项，随着“阳光空间”服务点不断落
地，学校科教帮扶的足迹也遍及文成、
平阳、松阳、江山、淳安等全省 10 多个
县（市、区）。

2023 年 12 月，基于“阳光空间”村
社服务点、“新供销·新零售·新农创”
现代智慧培训服务中心等办学平台的
学校创新项目：“创新为农服务模式打
造共同富裕示范区先行校”入选教育
部学习型社会建设（高等继续教育领
域）重点任务，实现了学校服务乡村振
兴成效的新突破。

春来征程万里阔，扬帆奋进正当
时。站在新的历史征程上，浙江经贸
职业技术学院将瞄准浙江经济社会发
展需求和人民群众对职业教育的期
待，牢牢扎根浙江大地、扎根农业农
村，以高水平专业群建设赋能乡村振
兴，在积极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中展现“经贸担当”、贡献“经贸智慧”。

人才培养与地方经济发展同频共振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奏响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协奏曲”
陈心意

（图片由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提供）

学校科技服务团队教师向农民讲解团队研发的保水剂使用技术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