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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拍山海美出新高度，多元活动秀
出新玩法，千帆竞发游出新场景⋯⋯

“中国旅游日”当天，宁波市象山县北纬
30度最美海岸线起航日主题活动启动。

本次活动以“中国旅游、宁波开篇、
象山起航”为主题，旨在推动象山旅游
业高质量发展，推进文化、旅游、体育等
多产业的深度融合，开启海陆空联动的
多维度宣传推广，持续提升“象山北纬
30 度最美海岸线”品牌辨识度、影响力
和体验感，发出“向海进发”的最强音，
做大做强海洋运动产业，努力把象山打
造成为长三角海洋旅游目的地和长三
角海洋运动中心。

当前，象山旅游业态正从浅海到深
海，从海岸到海洋，从渔船到帆船推
进。象山县相关负责人介绍，“早在
6000 多年前，象山先民就已开启向海
谋生的历程，从前每至渔汛，渔船出海，
千帆竞发，起航意味着丰收满仓。期待
未来能有更多人积极为象山发展出谋
划策，携手推动象山文旅事业蓬勃发
展，让这片山海出圈出彩。”

如今，象山又推出新玩法。活动现

场，“飞一般的中国·象山站”中国无人
机城市影像秀活动、“青年与海”主题驿
站寻访活动、2024“周末嗨象山”品牌周
末和超级周末活动、“象山十景”征集活
动陆续发布。

象山正以更包容、开放的姿态，邀
请更多人共同创造独属于象山一万种
美好生活的可能。“周末嗨象山”品牌，
通过风景和场景的搭配，为游客量身定
制文旅体验。以微度假、深体验、慢生
活的产品形态和微综艺的潮玩方式，传
递“自由、热爱、向往”的旅行态度。

象山从“风景+场景”上下功夫。象
山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主要负责
人表示，以“后亚运”“海岸线”为核心，
当地正在着力打造“周末嗨象山”这一
IP，希望在日渐升温的“周末经济”中占
据一席之地。

抓住旅游来到县域新趋势，象山创
新供给，给年轻人提供情绪价值。在慢
节奏生活中，帮年轻人卸下满身的疲
惫。

在石浦，“三个月亮”美好生活主题
海岛一问世就成为“惊艳”。一幢幢白

色的建筑依山而建，与不远处的海面连
成一体，海风时不时吹开树林的遮掩，
圣托里尼独有的“浪漫白”一览无遗。

“它不仅是一岛一店的民宿聚落，
而是通过多元的产业生态发展，打通周
边岛屿资源和相关产业链,打造成为海
洋生活度假的旅游目的地。”三个月亮
主题村落创始人梁哲锋说。

一片大海、一块泥滩、一个海岛，象
山独特海洋资源释放“惊艳”潜质。象
山亚帆中心码头在亚运会后进一步“增
值”。不久前，象山亚帆中心完成调试
运行，正式获批由港航管理部门颁发的
港口经营许可证。

象山亚帆中心已经成为华东地区
首家开放式游艇港，具备 140 平方公里
游艇巡航海域。“获批港口经营许可证
后，国内外游艇到象山港、到长三角能

‘停得进来、开得出去、玩得起来’。”象
山县港航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

亚帆中心获批首个港口经营许可
证，游艇真正在象山海域“游”起来。宁
波兰湾游艇俱乐部率先完成全市备案
通航海域经营业务。船东泮振进实现

了从渔民到艇长的人生角色转换，他的
游艇驶进更广阔的海洋，为游客提供海
钓、休闲观光等海洋运动或娱乐活动。

海洋变得惊艳，变得更好玩，才能更
具魅力。而其城市形象也在一众游客的
体验中呈现出有趣多元的新面貌。

从海洋挖掘新体验，黄避岙乡聚焦
大黄鱼这一特产，推出大黄鱼风情市
集，上千游客涌向斑斓海岸，邂逅渔家
烟火，慢品渔获滋味。活动上，黄避岙
乡发布探秘海洋九大研学新业态、大黄
鱼文旅 IP 手办、美味黄鱼宴、厨神争霸
赛⋯⋯八方来客在这条看得见大海、闻
得到海味、尝得到海鲜的北纬30度精品
海岸线上，观山海风光、品海鲜美味、享
渔牧文化，体验极具海洋味、时尚感、年
轻态、烟火气的耕海牧渔旅游新场景。

近年来，黄避岙乡积极打造“渔牧
风情”港湾门户之乡，全力推进本地极
具山海特色的“北纬 30 度斑斓海岸海
洋运动文化产业线”建设。今年的活
动，该乡更是将大黄鱼传统发展模式与
新兴文旅产业相融合，除了不断推陈出
新、活化产业 IP 外，还发出“同一片海，
同一条鱼”号召，呼吁大众关注眼前的
海洋。

如今，海洋已经成为象山旅游的最
大特色，“海洋+文旅”“海洋+运动”发
展热潮涌动不息。前不久，象山先后进
行了“宁波象山文旅（上海）推广中心”
和“象山旅游（上海）直通车”指定代理
商授牌仪式、6 家海洋运动企业入驻大
目湾仪式。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宁波一号帆船
队日前落户亚帆中心母港。中国宁波
一号是国内一支高水平的帆船队，在世
界帆船巡回对抗赛和 M32 世界锦标赛
等世界顶级赛事中 13 次获得冠军，是
滨海宁波扬帆世界的一张金名片。

未来，象山还将加快体育和旅游融
合产品的开发，推进海上运动旅游产品
的多样化，包括赶海体验、野外求生、攀
岩、海岛探险等多元化户外运动项目，
同时提升海钓旅游产品的品质。

“海陆空”联动秀出新玩法

象山创新文旅供给激发消费潜能
王陈辉 应 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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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面青山一面湖”，群峰环绕，碧
波荡漾，这就是宁波余姚的牟山湖。

5 月 26 日上午 7 点，在牟山湖畔，
2024“松原杯”余姚·牟山湖半程马拉
松鸣枪开跑。这也是近年来牟山规模
最大的体育赛事，吸引来自埃塞俄比
亚、肯尼亚等国家及全国各地的选手
和长跑爱好者跑进牟山。

随着发令枪响，选手冲出起跑线，
用脚步丈量牟山。本次比赛设置了半
程马拉松（21.0975 公里）和迷你跑（约
5 公里）两个项目，起终点均为牟山镇
文体中心。

半程马拉松路线围绕牟山湖展
开，途经滨湖新城、牟山大桥、姜山古
村落、古樟树群、美女池、风情水岸等，
一路跑，一路感受新农村、古村落和湖
光山色。

比赛沿途设置多个点位，还有啦
啦队为参赛选手加油鼓劲。跑友们还
能收获牟山特色伴手礼，包含餐饮、游
玩、白杨梅采摘优惠券、牟山地产大麦
茶等，体育赛事与文旅资源有机融合，
带动牟山农文旅发展。

牟山镇地处宁波、余姚的西大门，
拥有宁波第二大天然湖泊——牟山
湖，风景秀丽，物产丰富，尤以西山白

杨梅和牟山湖大闸蟹闻名浙东。牟山
镇交通网络发达，319 省道、杭甬高铁
和浙东大运河横贯全镇，城际铁路牟
山站也已开工建设。牟山文化资源丰
厚，现存马步龙窑址、方丈碑、马家堰
等遗迹文物，拥有黄鳝舞、状元糕等非
物质文化遗产。

近年来，牟山镇精准定位，精准发
力，农旅、商贸和工业三个产业迭代发
展。2023 年全镇规上工业产值达到
52 亿元，同比增幅为 14.32%，在余姚
名列第一，2024年第一季度，实现规上
工 业 增 加 值 2.79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4.1%，均领跑余姚各乡镇。

同时，牟山镇还依托牟山湖自然
风光和“夏品西山白杨梅，冬享牟山湖
大闸蟹”两大农业品牌效应快速引流，
以湖山露营基地建设为母体串联姜山
古道、环湖绿道、历史文化古迹及农产
品电商等周边资源，加快农文旅发展
步伐，策划组织徒步、登山、垂钓等活
动，进一步丰富发展模式，打造运动休
闲特色“体育小镇”。

牟山的高质量发展充分体现了
“小城镇也有大作为”，得到了各级肯
定，先后获得国家卫生镇（拟授牌）、浙
江省文明镇、浙江省卫生镇、浙江省小
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宁波样板镇、浙江
省美丽乡村示范镇、浙江省森林城镇。

小镇“跑马”
撬动“农文旅体”融合

今年初，浙江省文旅深度融合工
程工作专班办公室印发《关于进一步
促进文化和旅游消费的若干措施》，
其中提到，到 2027 年，全省滨海旅游
年接待游客总数达到 4.5 亿人次，旅
游总收入超过 2000 亿元。

作 为 拥 有 全 国 最 长 海 岸 线 和 最
多岛屿的海洋大省，浙江省在文旅融
合工程中绕不开滨海景观资源的更
新迭代。近日，宁波大学潘天寿建筑
与艺术设计学院景观建筑研究团队
结合一线调查，从听觉角度提出滨海
文旅融合的景观提质之道。

目 前 滨 海 景 观 的 提 升 成 效 主 要
集中在视觉层面，对声音景观的关注
较为有限。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偏
重听觉。不同于视觉的向前聚焦，听
觉是发散绵延的，因而，声景有助于
补全被视觉图像切割后丢失的文化
信息和集体记忆。同时，声音在时空
中的律动性又能带来独特的知觉刺
激、情感共振和精神疗愈。面对城市
化、工业化引发的噪音污染和视觉同
质化，声景的创新实践中孕育着文旅
新机。

挖潜文旅资源，要基于声区规划
和数智支持，保护滨海声景整体多样
性。

声 音 的 流 动 性 决 定 了 环 境 中 多
个声源之间的互相影响，有必要先从
整体性的角度出发识别声源的类型、
特征和关系，对特色声景区进行标记
与 保 护 性 规 划 。 结 合 声 景 地 图 ，从

“能够表征滨海区域空间地理和物候
属性的生态声景”“能够唤起海洋渔
业等劳作仪式中标志性事件记忆的
生产声景”以及“能够勾勒滨海村落
市井人烟与社会关系的生活声景”等
线索入手设置特色声景保护区，并对
区块范围及周边声环境进行科学测
评和规划调整。此外，还可引入智慧
景区数智系统，把声音传感器与景观
装置一体化设计，布设声音监测网络
来辅助声景动态监管，捕捉潜在噪音
源对声区特色音场的干扰并制定优
化措施。

在整合现有声区资源的基础上，
还需深入分析特色声景构成及其历
史变迁背后的自然斑块更迭、产业结
构演变和人文基因存续情况，通过多
学 科 共 治 实 现 滨 海 声 景 的 活 态 更
新。比如，以生态治理丰富海鸟等发
声生物栖息地的立体景观群落，提高
自然声景扩散度和复杂度；从渔歌号
子、地方志等史料中挖掘具有海洋精
神 的 声 音 地 标 ，并 予 以 空 间 溯 源 定
位；在滨海空间为船灯舞、跳灶舞、走
书、唱新闻等浙东特色海洋非物质文
化遗产设置剧场性的演绎节点，恢复
对方言和民俗声景的听觉注意。这
些声景都将成为文旅发展的新引擎。

提振文旅品质，可借助声境营造
和虚实叠合，增强滨海声景体验丰富
度。

根据听感生成机制，空间环境设
计能够改变声音的质感、强度、情绪
和意象等，可用于呈现多变声境以激
活身体感官，在游者的滨海体验中传
达更饱满的声景语义。

一方面，空间环境中包含着创造
声音的物质、途径和过程，环境发声
物组成了声景的“物境”。其设计重
点在于处理场景声源的结构关系，兼
顾静态声境层次和动态听觉序列，协
调好环境中的基调音、信号音、标志
音和声音变奏。另一方面，空间的大
小、高度、形状和用材等影响声波运
动 ，空 间 形 式 会 作 用 于 声 景 的“ 情

境”。这就需要注意保留对声音形塑
有特殊作用的自然海岸地形和维系
传统滨海聚落社会声境的文脉肌理，
增加下垫面植被、铺装类型来细化听
觉颗粒度，驱动情感起伏，以及借助
空间声环境模拟，整改局部不利点，
以免引起负面听觉情绪。同时，空间
中的非声景观因素会激发聆察者的
听觉联想，感官联动可以拓展声景的

“意境”。滨海植被色彩、海滩沙石、
鱼车虾担中的海味等非声感官信息
与听觉的意义互通，能够衍生更丰盈
的听觉形象和文化意象。而空间中
表现受限的声音信息还可依托虚拟
技 术 补 偿 ，在 全 息 采 集 和 数 字 建 档
后，利用沉浸式扩声技术重塑声音的
空间感、方位感和距离感，在虚实融
合中创造声景的“叠境”。

用 以 上 四 重 声 境 来 指 导 景 观 空
间的精细化设计，能助推文旅体验走
出视觉边界，扩展滨海环境美学表达
路径，让有形的物质审美走向无形的
气氛美学，把现实维度的场地上升到
情感连接的场所，使游者游走于虚实
交界处的听觉想象场域，在弥漫式、
深层次、高品质的听声体验中构筑起
对海洋文化的认同感。

塑强文旅品牌，需调动主体参与
和社会共创，推进滨海声景记忆再生
产。

声 景 理 论 重 视 人 的 主 体 感 知 。
使用主体不是被动接受声音意义，而
是参与解读和创造声音内容。因此，
滨海声景提质还应关注主体作用下
的听觉文化记忆再生产。

以 媒 介 创 新 唤 醒 主 体 觉 察 。 记
忆是一种感官行为，声景记忆建构的
感官基础是主体敏锐的听觉。然而，
现代社会环境噪音量上升造成普遍
的听觉钝化。麦克卢汉认为媒介是
感官的延伸，那么创造媒介就如同放
大听觉。正如扎达尔著名声景“海风
琴”，借鉴管风琴发声原理，用“风管+
台阶”组成了精巧的听声媒介，把寻
常的海浪运动通过气流转化成不断

变 化 的 音 乐 ，成 为 当 地 旅 游 的 记 忆
IP。随着媒介技术发展，声音还能被
再现为可看可触的实物艺术、电子影
像 等 ，从 而 占 据 注 意 中 心 和 记 忆 焦
点。

以 互 动 共 创 带 动 主 体 参 与 。 声
景记忆不止于一种过去的记忆，而是
面 向 未 来 的 、多 主 体 共 有 的 活 态 记
忆。一些实证数据表明，主体参与对
旅游体验和记忆生成有显著正向影
响，并能提高重游意愿维系文旅产业
生命力。声景作为文旅资源，提高游
客参与度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利
用 AR+文旅等游戏思路，增加游客在
滨海声音体验过程中的探索趣味和
交互激励；二是发起声景研学和工坊
招募，吸引公众参与声音收集和声景
提案，续写海洋记忆。

以 移 动 产 品 助 推 主 体 传 播 。 声
景记忆不仅是地方共同记忆，也是游
客个体的主观记忆。便于个体化记
忆传播的声景能产生更广泛的文旅
吸引力。滨海声景应转变固化资源
的认知，开发可移动资产，渗透到社
交媒介，培育潜在游客群。最大化利
用滨海声音素材，开发“口袋声景、海
岸线物种声音集、海浪疗愈音乐盒”
等文创产品和“海洋音乐节、声音艺
术展”等主题活动，从“带出去”和“请
进来”双线发力，创造人文经济效益。

以 声 感 评 价 关 照 主 体 差 异 。 景
观使用者的文化背景和社会语境会
影响其对声景的体验效果和记忆编
码。在滨海声景设计到使用的全周
期，均应关注多样化群体（沿海居民、
外来游客等）对听觉记忆点的不同认
知反应，通过人群分布热点图、声景
满意度、依恋度调查问卷等主客观结
合的方式，充分获取不同使用主体的
反 馈 ，及 时 发 现 设 计 问 题 和 潜 在 商
机，推动滨海声景在多元文化下的再
生产。

（撰稿：宁波大学潘天寿建筑与艺
术设计学院，宁波大学空间美育名师工
作室 徐入云）

大海的千万种声音，你听过吗

浙东沿海以声景提质赋能文旅融合发展
陈 飒

手捧一杯咖啡，闲憩田野中，远眺
天蓝水碧，白墙黛瓦，闭上眼，静心沉
醉于烂漫花海。沿着钟家河漫步，疏
影横斜水清浅，枝头绽放着期待。万
物澄澈，四季治愈，入目皆风景。这片
都市繁华宁静之处，便是宁波市镇海
区庄市街道的永旺村。

近年来，永旺村以“甬江科创后花
园，城郊融合双创村”为目标定位，依
托区位优势，充分激活利用村内闲置
资源，以乡村科创、文创产业为特色，
联结五方共建探索投、建、管、运一体
化管理，大力推行多元主体投资、专业
团队运营、利益机制紧密的村庄经营
新模式，倾力打造使原乡人增收致富、
新乡人安居乐业、归乡人返巢创业的
未来乡村美丽共富样板。

为高质量推进全域建设幸福河
湖，打造高品质水美乡村典型示范，
加 速 推 进 区 域 高 品 质 水 美 乡 村 建
设，近日，浙江省河长办公布第一批
幸福河湖建设高品质水美乡村典型
案例名单，宁波市鄞州区童夏家村、
镇 海 区 永 旺 村、象 山 县 高 泥 村 位 列
其中。

宁波市鄞州区塘溪镇童夏家村始
建于明朝嘉靖年间，距今已有四百余年
历史。村庄地处白岩山下、梅溪源头，古
树葱绿，溪清潭碧。村民临溪而居，沿着
山势缓缓而上，“小桥、流水、人家”，空气
里还弥漫着竹海清香，宛如陶渊明笔下
的世外桃源。近年来，童夏家村坚持“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全力践行

“千万工程”，依托“水美乡村”的建设，着
力发展休闲产业和绿色经济，通过全力
提升周边环境、引入企业发展旅游业，带
动村民创收增收，实现由水清、岸绿、景
美向村富、民强的跨越。

位于象山西北角海港畔的高泥村，
是黄鱼、鲈鱼的养殖重镇，年产值超1.4
亿元。近年来，高泥村以共同富裕为目
标，大力整治河道，推进民宿和农旅产
业，取得显著成效。通过积极引进专业
运营人才，高泥村打造“里海荷塘海上
田园综合体”项目、推出精品主题民宿

“安澜别院”、发掘清军港遗址等历史文
化资源、举办黄鱼风情节等文化节庆活
动，吸引了八方游客前来打卡体验黄鱼
文化。

“高品质水美乡村建设是新时代
‘千万工程’在水利领域的再深化，是
推进全域建设幸福河湖工作的具体
举措。通过水环境治理、河湖生态空
间价值转化等手段，不断提升沿河村
庄水美、水活、民富、村强等特质，进
一步促进环境美、生态优、产业兴、百
姓富。目前，全市已建成高品质水美
乡 村 20 个 ，2024 年 将 继 续 打 造 50
个。”宁波市水利局河湖处相关负责
人介绍道。下一步，宁波将继续聚焦

“村-水”关系，通过“强基础、提颜值、
增活力、促共富、河长治”等综合措
施，深入开展高品质水美乡村、15 分
钟城乡亲水圈建设，构建“点、线、面”
三级串联的立体幸福河湖示范网，积
极 打 造 具 有 宁 波 辨 识 度、示 范 推 广
性、战略引领力的全域幸福河湖建设
模式样板。

宁波3个村成为省级“代言人”

水美乡村景色新

滨海游玩法多样，游客体验精彩。（象山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供图）

2024余姚·牟山湖半程马拉松鸣枪开跑（余姚牟山镇供图）

宁海强蛟镇·渔船海浪共谱海上声景
（宁海县强蛟镇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