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和合基因
赋能文旅融合蝶变

党的二十大对我国新时代文旅事业
的发展作出新的部署,明确提出“坚持以
文塑旅、以旅彰文,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
融合发展”的要求。

作为天台旅游的“王牌”，文化与旅
游融合转化的故事不胜枚举。

中华民族素来以和为贵，和合文化
既纵向贯穿于文化发展的全过程，又横
摄于各家各派的思想文化中，是中国思
想文化中最完善、最具生命力的精髓之
一。和合文化既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鲜活
样本，也是天台文旅深度融合的动力源
泉。行走天台，和合之美随处可见。

沈中明所在的汽车装修用品公司是
天台企业的“实力派”，伴随公司外贸业
务增多，沈中明经常到世界各地出差，他
敏锐地察觉到，文化旅游发展空间很大，
不仅能促进文创经济发展，而且能够为
民族文化复兴作出贡献，为企业蹚出一
条更可持续的道路。于是，他将大部分
精力转移到和合人间文化园的开发建设
中，先后从民间搜集了3000多件和合文
化素材，并通过互动体验推广和合文
化。天台和合博物馆、一根藤艺术馆、满
堂红婚俗馆、和合堂、拾得坊⋯⋯如今，
和合人间文化园不仅是学生研学的热门
打卡地，也是世界了解和合文化的一个
窗口。“和合文化传世工程”入选2022年
度省宣传文化领域共同富裕最佳实践案
例。

千年“和合”，已然成为台州分享给

世界的一笔精神财富。近年来，台州把
和合文化作为对外文化交流、促进文明
对话的重要人文纽带，不断推动和合文
化的物化、活化、具体化，吸引了众多国
内外游客前来寻根溯源。

诚然，和合文化最能体现天台的精
华，但天台文脉之深厚，何止于此？近年
来，天台打响“神山秀水心归处”的文旅
品牌，做足“山”的文章，讲好“诗”的故
事，高质量打造浙东唐诗之路目的地。

“一脉天台山与水，半部中国全唐
诗”，天台是浙东唐诗之路的精华所在。
石梁、赤城、华顶、国清这些反复出现在
诗句中的地点，成为如今游览天台的热
门景点。

石梁镇位于天台山之巅,平均海拔
650 米以上,是浙江海拔最高的建制镇
之一。依托浙东唐诗之路，今年天台投
资 26 亿元，荟萃名师大家，启动石梁山
居项目，围绕新旅游、新文化、新生活，

“三新融合”理念，以文化资源变现为切
入口，旨在打造世界级的文旅标杆。

“赤城霞起而建标，瀑布飞流以界
道”。2020年4月，断流60年的“中华第
一高瀑”天台山大瀑布震撼重现。为了
提供良好的游客体验，会仙桥附近还新
建竖井电梯，推动景区转型提质。

值得一提的是，智慧旅游沉浸式体
验新空间诗路文化数字馆也将于今年 7
月中下旬开业，成为天台融合数字文旅、
智能体验、创意消费的潮玩新地标。

文旅融合的丰硕成果，是天台书写
在这片热土上的豪迈文章，更给生活在
这座城市里的人提供了最直观体验，不
断创造着宜居宜游、主客共享的美好和
惊喜。

小城大美
推动文旅产业升级

赭溪，因其河床石色呈深红而命名，
素有“丹砂碧水”的美名。赭溪老街，在唐
朝已是繁华的商业中心，是一条有着一千
多年历史积淀的街区，承载着这座城市的
文化印记和人间烟火。今年老街出道即
出圈，累计接待游客40万人次，实现了特
色业态与人气流量双向奔赴。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游客。”打小
生活在天台老城的陈中凯说，现在的赭
溪老街融合了古和今、传统和潮流，情致
高雅又不失人间烟火。

作为省级高品质步行街试点，天台
县赭溪老街根据“向水而生，因业而盛”
的产业规划，布局全城消费升级，让烟火
同文化交织，夜游与夜经济串联，打造景
城融合的“金名片”，汇聚人气和烟火气。

“为留住老街的‘原汁原味’，我们保
留、修缮了许多明清时期的古建筑和文化
印迹。”运营方浙江杨帆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负责人说，“老街与始丰湖夜经济相衔接，
填补了天台夜游市场的空白，实现了天台
从‘山水旅游’到‘城市旅游’的转型进阶。”

作为天台城市新地标，赭溪老街强调
建筑、人、服务三者的连接，以文化赋能商
业空间，通过场景革新、氛围营造、多元业
态融合、深度运营等方式，为消费场景与
消费者创造更深层次的情感链接。

赭溪老街之所以能在众多历史文化
街区中脱颖而出，关键在于它打破了“大
干快上”的传统开发思维，转而以“运营

思维”为核心，坚持“无运营不旅游”。赭
溪老街以前置监管、强化运营的模式，催
化文旅融合新业态。在项目策划之初，
天台与企业签订监管协议，明确建设及
配建内容、业态配比，要求企业对自持商
铺统一招商、统一运营、统一管理，按照

“一坊两街六组团”精准布局文旅业态，
进一步增强老街的可持续发展。

紧随赭溪老街的开街，今年5月1日
“和合天下 心归天台”始丰湖大型行浸
式夜游正式开演，一同点燃城市夜经济。

“龙楼凤阙不肯住,飞腾直欲天台
去”，李白于船上独舞；王羲之、徐霞客等
先贤次第登场⋯⋯不少观众被这梦幻的
一幕打动。夜游演出以始丰湖水岸夜景
为画布，通过在水域、沿岸空间布设灯光、
投影、水幕等，巧妙运用音效、舞美、VR等
多元艺术和科技手段，带领大家走进时光
隧道，步入流光溢彩的天台山历史画卷，
讲述关于“和合”的天台故事。

此外，还有持续更新的中山路历史
街区和开工建设中的寒山市集、美爵雅
高酒店等一系列文旅项目，已然成为这
座小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助力天台
争创5A级景区城。

乡村旅游
探索共同富裕之路

在天台县塔后村，不少游客正在练
习国家级非遗项目——起源于明代的天
台山易筋经，这些游客的康养之旅，是具
有本地特色的“特色订制”。

“以前我们住的是泥房，走的是泥
路，一到雨天坑坑洼洼。很多村民都翻
山越岭出去讨生活。”村书记陈孝形说。

为了改变落后的局面，尽快让小山
村“出圈”，塔后村推出一系列举措，其中
最重要的一项就是打造塔后村音乐节
IP。起初，为了节省开支，就在村口农田
里搭建舞台，以赤城山为背景，用玉米
秆、南瓜做装饰，竟吸引了五六千人到
场，也让在外青年看到家乡变化。

此后，塔后村坚持每年举办乡村音
乐节，已经举办了七届。正如陈孝形所
说，“一直做乡村音乐节，目的只有一个，

尽可能传达一个信息，在田野上
有希望的歌声，在乡村里有诗意的
生活。也给村民一个讯息，我们不仅
可以过农耕生活，也可以在乡村的大舞
台上展示乡村的风采”。

通过发展“旅游+”新业态，升级旅
游产品，正成为塔后村实现群众增收致
富的新路径。2023年，塔后村接待游客
47 万人次，村民人均收入 4.3 万元，村集
体净收入187万元。

近年来，天台县以文旅促进共同富
裕，着力打造全域秀美、生态富美、和合
共美的美丽乡村升级版，走出一条天台
特色的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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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浙江定下打造“旅游经济强省”战略目标已经20年。

天台县委、县政府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引领，秉持

“文旅兴县”战略不动摇，跟着因地制宜的发展蓝图一任接着一任干，

紧扣文旅现代化、大众化市场需求，持续深挖本土文旅资源，培育个性文旅

品牌，打造精品文旅路线。“2024 年全国县域旅游综合实力百强县”名单近

日在京公布，天台县位列22名，连续3年进入全国30强。

“和合天下 心归天台”始丰湖大型行浸式夜游

华顶国家森林公园

天台山大瀑布

赭溪老街赭溪老街

（（本版图片由天台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提供本版图片由天台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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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征程上，天台将坚定不移
沿着建设“旅游经济强省”指引的
道路奋勇前进，坚定“文旅兴县”主
攻方向。把蛋糕做大，激活冰雪经
济，丰富冰雪旅游体验，串联冰雪
雾凇、石梁冰瀑、雪乐园等景点，开
发华顶冬季冰雪旅游线路，定期举
办冰雪嘉年华、清凉季等活动，加
速“冷资源”成为“热经济”。把短
板拉长，做旺乡村旅游，打造安科
片区“一溪两岸九村”、后岸片区

“四统一”等共富模式，实现景区镇
全覆盖，让一个个默默无闻的小山
村,逐渐变为网红打卡地,让越来越
多的村民在家门口吃上“文旅饭”、
端上“金饭碗”,实现从“风景路”到

“共富路”的转变。
接下来，天台将充分利用好区

域优势和资源禀赋,深化文旅融合
推动高质量发展，以国际化视野，唱
响“在天台与世界干杯”口号，打造

“近悦远来”国际知名文旅目的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