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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温高铁的开通，无疑是浙江乃至长
三角地区文旅格局中的一个重大利好消
息。对于金华磐安而言，这不仅是一条物
理上的新通道，更是一条贯穿城乡、链接
心脉，促进文化和经济交流的快速道。

以杭温高铁为纽带，磐安打破了传
统旅游市场的空间限制，将原本远离长
三角核心旅游圈的短板转变为促进区
域旅游融合发展的优势。为顺应高铁
时代对磐安文旅带来的深远影响，磐安
县文广旅体局以高铁为轴心，以旅游政
策为引擎，以系列营销推广活动为抓
手，正积极构筑起一张紧密连接长三角
及高铁沿线主要城市的“旅游网”，推动
文旅产业多元化、精致化、国际化，向着

“诗画浙江 康养磐安”的高质量发
展目标大步迈进。

磐安文旅结合乡村旅游“五创”
行动，加快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步伐，
对县内各酒店进行改造升级，确保

了游客入住的舒适性和安全性。同
时更在“软件”上用力，如培训导游讲

解服务能力、组织文旅经营单位签订诚
信经营承诺书等，均体现了磐安文旅未雨
绸缪的前瞻布局。

高铁的速度带来的是人流，更是信
息流。磐安文旅通过成立合作推广联
盟、设计高铁主题旅游线路以及举办

“村 VA”舞台等特色活动，使得“身心
两安 自在磐安”品牌更加响亮。特别

是在杭州推广活动暨磐安专列首发仪
式上，通过“诗画浙江 康养磐安”冠名
列车，打造了一张流动的名片，让磐安
文旅的知名度在长三角区域愈发响亮。

营销策略上，对高铁沿线区县，磐
安开展“杭温高铁文旅宣传互动”，联合
东阳、义乌打造“东磐义起游”精品线；
整合磐安全县域文旅资源，全面铺开县
域引流活动。对省外市场，组织“高
铁+旅游”营销团队前往省外高铁沿线
城市进行宣传营销推介，积极开拓省外
客源新市场。这些精心策划的活动环
环相扣，全方位促进旅游引流。

面对高铁时代带来的新机遇，磐安
特别制定了《2024 年磐安县高铁旅游
奖励政策》。政策覆盖高铁专列、旅游
团队、散客及宣传推广等方面，通过政
府资金的导向和激励，鼓励更多的旅行
社和游客选择磐安作为旅游目的地，同
时通过多元化的宣传奖励，激发市场活
力。磐安正利用高铁这一高效快捷的
交通方式，积极将本地区的旅游资源与
更为广阔的客源市场进行对接。

在高铁时代的洪流中，磐安用实际
行动彰显了其作为浙江文旅发展新高
地的魄力。未来的磐安，将继续以高铁
为新起点，进一步完善旅游产品体系，
将自然风光、文化体验与休闲度假更紧
密地结合起来，为八方来客提供更多可
能，为文旅产业增添更多亮点。

（图片由磐安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
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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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随着西塞山旅游度假区
成功晋升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湖州市吴
兴区的旅游业发展迎来又一重要里程
碑，掀起文化赋能旅游的新高潮。

西塞山旅游度假区十年磨剑一朝
成名，成为“国字号”招牌的背后，离

不开对千年茶文化的传承与
创新。自 2015 年西塞

山创成省级旅游度假
区以来，吴兴文旅
依 托 千 年 茶 文 化
和西塞山的历史
文脉，坚持“一张

蓝图绘到底”，深
化文化基因解码，

通过创立陆羽茶文
化研究会、推出“陆小

羽”IP 形象、举办陆羽茶文

化旅游节、出版茶文化书籍等举措，让
更多人了解并爱上那一杯好茶背后的
故事。这不但深化了旅游的文化内涵，
也让吴兴旅游产业的发展具备了更广
阔的市场空间和消费人群。

吴兴区还通过引进文化项目与系
列活动，强化文化地标建设，使当地旅
游从观光型向体验型转变。以打响“茶
经圣地、诗意江南”品牌为目标，一系列
茶文化展示、教育、体验等多功能于一
体的茶文化基地陆续建成，加之先后承
办世界乡村旅游大会、长三角乡村文旅
创客大会等大型会议活动，吴兴区成功
营造“诗和远方”的浓厚氛围。

聚焦“文化+”和“旅游+”，吴兴区
将自身定位提升至更高层次，不断推动
旅游产业向更加综合和高质量的方向
发展。

根据统计数据，近 3 年，吴兴区累
计招引建设亿元以上文旅项目 20 个，
总投资 156 亿元，推动旅游业由“量”向

“质”转变。这背后，不仅仅是资金和项
目的落地，更是人才、文化、创新的齐聚
一堂。通过打造新业态集聚地、创新创
业基地、休闲度假胜地等举措，吴兴区
不仅为本地居民提供了更多就业和发
展机会，还促进了人才的回流，带动了
周边乡村经济的繁荣，使得旅游产业在
促进区域均衡发展、推动共同富裕方面
发挥了积极作用。

紧随浙江文旅深度融合的步伐，吴
兴区再度以独特视角和创新模式，拓宽
文旅边界，发展夜经济，带来了一种全
新的文旅体验——《青绿湖影》清丽江
南文化主题行浸式滨水夜游。一湖碧
水、一曲渔歌、一色夜景，以湖州悠久灿

烂的文化底蕴为基础，《青绿湖影》借助
现代声、光、影技术，通过新颖独特的表
演形式、美轮美奂的光影舞美以及扣人
心弦的演出编排，将江南水乡的夜色、
历史和文化完美融合，为吴兴区的夜晚
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更将江南文化
和生态文明的魅力展示给八方来客。

《青绿湖影》项目的背后，不仅是对传统
旅游模式的创新突破，更是吴兴区将文
化资源转化为旅游资本，推动产业转型
发展的生动实践。

展望未来，吴兴区将以创成国家
级旅游度假区为新起点，不断丰富和
发展旅游产品体系、提升服务品质为
新抓手，用更高标准、更宽视野、更深
内涵，着力构建高质量旅游发展新格
局，为建设浙江旅游强省贡献“吴兴智
慧”。

湖州吴兴区：文化赋新韵 旅游展新颜
孔 也

《青绿湖影》夜游项目
范晓伟 摄

依山而建的古民居呈阶梯式层
层铺开，错落有致。黄泥黛瓦、古树
依偎、夕阳炊烟，修复后的杨家堂村
如今焕发活力，吸引着国内外游客、
摄影爱好者前来，一探秘藏江南深
处的金色风景。

这是丽水市松阳县文化复兴传
统古村落的一个缩影。松阳地处浙
江西南，已有 1800 多年历史，境内
留存百余座格局完整的传统村落，
被誉为“最后的江南秘境”。

2013 年始，松阳率全国之先开
展 传 统 村 落 保 护 和“ 拯 救 老 屋 行
动”，注重文化传承，力求最大限度
保留原生态特色，修缮、保护和活化
利用。松阳县系统性地推进拯救老
屋、民宿利用、集中连片、旅居计划，
推动“生长型”民宿经济发展，致力
于打造“中国古村民宿第一县”。

松阳县注重古村属性，全面梳
理和建立有条件可利用的老屋资源
库 ，供 相 关 职 能 部 门 进 行 招 商 引
资，推进“旅居计划”千栋老屋推
广。同时，开展“百名艺术家入驻
乡村”计划，一宿一主题，激发艺术
家、村民共同传承创造，让民宿有
根、持续生长。三都乡松庄村的桃
野 民 宿 先 后 发 起“ 乡 村 的 年 轻 力
量”全球艺术家驻留计划，引导留

守老人参与涂鸦绘画，举办“村口
的涂鸦”美术展，开发作品文创周
边，“艺术共享，精神共富”的发展
模式充分激活在地社区氛围。四都
乡陈家铺村，坐落于海拔 800 米的
悬崖上，引入先锋书店、飞茑集等
品 牌 ，吸 引 160 多 位 村 民 回 乡 就
业。还有鸣珂里的非遗体验、有明
堂的艺宿空间、艺术家自发创作小
城系列视频、本土作家的乡村创作
等，都在持续丰富松阳民宿的内容
体验。

另外，松阳老城历史文化街区、
松阳老街步行街持续推进老城遗产
活化利用。如松阳文里街区项目，
打造了文里“遗产型”民宿，植入童
书店、咖啡厅、美术馆以及设计店等
新业态，成为游客和本地居民同
游、同赏、同玩的文化交流中
心、获得世界未来城市计划
特别奖。

松阳的民宿经济以一
个“点”的力量撬动了乡村
旅游特色化与现代化融合
发展，并由此带动当地的生
态农业发展和传统文化复
兴。通过民宿带动乡村旅游
发展、优质农产品种植销售、旅游
地商品转化、乡村环境美化亮化、交

通等基础设施提升和乡村治理现代
化，通过民宿经济发展推进生态修
复、经济修复、文化修复。

短短 10 年间，松阳民宿农家乐
从最初的 52 家发展至目前的 456
家、床位 5720 张，综合营业收入超
1.5 亿元，带动农村劳动力 2000 余
人。

松阳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在全省文旅深度
融合工程推进下，松阳县将持续深
入推进“浙韵千宿”试点工作，推进
优质品牌民宿建设，优化服务、交通
配套，提升整体品牌，立体营销，致
力于打造旅游富民浙宿样板、
中国古村民宿第一县。

松阳：“生长型”民宿经济发展助力乡村蝶变
朱 青 吴 慧 叶莉琴

三都乡酉田村 徐征 摄

最近，中秋漫游夜晚会在嘉兴桐
乡录制，并将于 9 月 16 日在 bilibili 播
出。从乌镇景区的古染坊到古戏台，
从《千里邀月》到《万象霜天》，从“月下
蹦迪”到“虚拟歌姬”，每一个场景与节
目都充满了创意与惊喜。

从 20 年前刘若英的《似水年华》到
如今的中秋晚会，乌镇的一次次出圈，
源动力是什么？

以“加法”联动
让文化IP赋能古镇发展

文化 IP，一直是乌镇的生命力所
在。再过不久，迈入第二个十年的乌
镇戏剧节即将开幕。过往的十届乌镇
戏剧节，平均特邀剧目超 20 部，最多一
年有来自 17 个国家和地区的剧团参
演，不仅培育了戏剧力量和艺术氛围，

还融入了桐乡的生活方式，带动文旅、
经济等方面的发展。

以戏剧节为牵引，乌镇的文化传
统和戏剧表达交流碰撞。石桥、码头、
巷陌变成舞台和剧场，让更多没走进
剧场的观众感受戏剧艺术；桃厂放映
厅、夜游神音乐现场、子夜朗读会等文
旅 新 空 间 成 为 嘉 年 华 期 间 的 必 打 卡
地；乌镇大剧院、乌镇有戏 FUN 等演艺
载体项目也在戏剧节的辐射带动下做
优做强。将旅游度假古镇升级成文化
小镇，正是桐乡的答案。

文化需要传承，也需要在创新中
发展。2014 年，中国创办了世界互联
网 大 会 ，并 将 峰 会 永 久 会 址 设 在 乌
镇。随着互联网在各个领域催生新的
魔法效应，作为乌镇“金字招牌”的文
旅产业也呈现出数字化、智慧化的新
趋势，进一步提升了古镇的软实力。

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
新技术的运营，乌镇打造了“智慧交
通+智慧出行”示范新样板。无人驾驶
汽车在白墙黛瓦间穿梭，极大提升了
旅客、居民出行体验，也为智慧出行创
造了更多可能。

这些年，乌镇还先后建成了乌镇
互联网国际会展中心、互联网之光博
览中心、乌镇世界互联网科技馆等一
批重点展馆，让游客沉浸式体验科技
之魅力。其中，乌镇世界互联网科技
馆是全球首个以互联网为主题的大型
科技馆，秉持“生态、人文、科技”理念，
向公众全方位展示互联网科技发展历
程、前沿成果，沉浸式体验未来科技应
用场景，生动展现互联网在塑造人类
文明等方面的积极作用。自 2023 年乌
镇峰会启幕前正式开馆以来，该馆已
迎接了一波又一波嘉宾、游客。

得益于戏剧节和互联网大会红利
的持续释放，乌镇也开启了“镇区景区
化、景区全域化”的发展之路，在历史、
自然、艺术、人文、科技相辅相生下，塑
造了文旅融合发展的格局，成了人人
心向往之的旅游目的地。

实现“乘法”效应
书写风雅桐乡新篇章

距离乌镇 20 公里的地方，也有一
座古镇：濮院。除了小桥流水、诗情画
意之外，这里还弥漫着独特的艺术和
创意气息。和乌镇的发展轨迹不同，
濮院给自己加上了一个“时尚”的前
缀。

从 濮 院 时 装 周 到 抖 音 创 作 者 大
会，再到智族 GQ 年度人物盛典，濮院
时尚古镇在跨界融合中寻找着新的生

命力，重新诠释古镇的表达。“中国不
缺古镇，缺的是对古镇内涵的解读。
差异性的文化才是核心竞争力。”濮院
时尚古镇相关负责人介绍，濮院希望
以全新的模式和姿态站到时尚前沿，
并 且 紧 紧 联 结 自 己 的 历 史 和 文 化 根
基，拥有自己的视野和高度。

除了潮流时尚活动，历史文脉与
时光影像也在赋予古镇深厚内涵。“吾
拉濮院人”主题讲座引得游人纷纷驻
足，让年代久远的濮院故事在娓娓道
来中重焕新意。

依托濮院时尚古镇的旅游资源，
古镇与羊毛衫市场、运北美丽乡村等
逐步形成多元旅游休憩链，塑造了差
异化对外形象。濮院全域旅游拉开的
大网，正网罗人气、流量，推动文旅与
产业融合发展。

“一子落，满盘活”，古镇正是桐乡

文旅深度融合发展的关键“一子”。千
年 运 河 水 与 时 代 的 信 息 流 在 这 里 并
轨，悠长的文脉与国际化的时尚在这
里交汇，古镇成为了中国对话世界的
窗口；“文化+”已不再是一个该不该选
择的问题，而是在于如何使之与旅游
发展、产业升级、社会进步水乳交融，
产生变革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以
文 化 为 支 撑 的 桐 乡 古 镇 发 展 模 式 探
索，或许能够成为一种参照。

让古镇向世界讲述桐乡故事
郭海峰 朱 青 顾守菊 陆钟煜

乌镇景区
（图片由桐乡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提供）

在新昌十九峰景区在新昌十九峰景区，“，“自在自在 livelive 搭子狂欢搭子狂欢
季季””草坪音乐会夜场活动草坪音乐会夜场活动，，吸引了许多市民游吸引了许多市民游
客前往打卡客前往打卡，，丰富夏日夜生活丰富夏日夜生活。。

（（图片由新昌县文化广电旅游局提供图片由新昌县文化广电旅游局提供））

龙游大南门历史文化街区花朝节汉服古龙游大南门历史文化街区花朝节汉服古
风巡游风巡游，，人头攒动人头攒动，，为龙游的夜晚增添了亮丽为龙游的夜晚增添了亮丽
的色彩的色彩。。

（（图片由龙游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提供图片由龙游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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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浙江省旅游发展

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建设旅游经

济强省”的重大决策部署。20年

来，浙江省一张蓝图绘到底，把

旅游业作为全省重要产业和新

经济增长点，不断推动文旅经济

快速发展。

近年来，浙江进一步深化文

旅改革，吹响打造“国家文旅融

合发展新高地和国际著名旅游

目的地”的冲锋号，持续优化文

旅服务品质，健全现代旅游业体

系，真正把文旅产业打造成国民

经济的重要战略性支柱产业，加

快建设文化强省和旅游强省。

将绿皮火车开到了海边将绿皮火车开到了海边，，把海景搬进了咖啡馆把海景搬进了咖啡馆，，位于温岭石塘位于温岭石塘
半岛山海交汇处的第五季半岛山海交汇处的第五季 TuTuTuTu 咖啡馆咖啡馆，，在旅游业在旅游业““微改造微改造、、精提精提
升升””工程改造下工程改造下，，成为一家充满艺术与文化气息的网红咖啡馆成为一家充满艺术与文化气息的网红咖啡馆。。

（（图片由温岭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提供图片由温岭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