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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杭州 湖州湖州

“我们刚在数字运动馆里体验了冰
壶、足球、网球、射箭等多项运动，还在
非遗馆里做了一把双林绫绢扇，孩子边
玩边学，收获蛮大。”来自上海的游客金
媛媛近日带儿子打卡了南浔双林儿童
博物馆。该馆是湖州“文化亚运·探索
之旅”主题线路推荐的点位之一，拥有
艺术博物馆、数字运动馆、非遗体验馆
等 9 个展馆，巧妙地将体育、文化、休
闲、教育结合在一起。

作为杭州亚运会协办城市之一，湖
州将迎来密集的游客潮。为了让各地
游客有更好的游览体验，今年 6 月，湖
州推出“山水亚运·走读之旅”“潮燃亚
运·户外之旅”“美颜亚运·蜕变之旅”

“美味亚运·美食之旅”“健步亚运·环湖
之旅”“文化亚运·探索之旅”6 条亚运
主题路线，融合了潮趣体验、文化非遗、
美丽乡村、运动美食等元素。全市 32
个优质景区景点串珠成链，其中既有莫
干山景区、渔人码头、南浔古镇等老牌

“网红”，也有吴兴潞村、南浔双林儿童
博物馆、德清欧诗漫珍珠小镇等多个新

晋网红打卡地。
“湖州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

植入了文化元素的绿水青山，好看更好
玩。”湖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该市创新利用历史文化元素，
将40余个文化项目有机融入历史街区
传统商业、水乡古村落集群、环太湖溇
港文化、山居民宿旅游等特色风貌样板
区。自亚运主题线路推出以来，湖州的
游客量显著提升。今年暑假期间，该市
各 景 区、文 旅 场 馆 等 共 吸 引 游 客 近
2000万人次，诸多精彩攻略和“种草笔
记”在各社交媒体涌现。

来自江苏的游客沈星就被“种了
草”。这两天，她去了莫干山、下渚湖、
西山漾丝绸小镇景区，最后一站来到潞
村，打卡“山水亚运·走读之旅”。潞村
位于吴兴区八里店镇，也是钱山漾文化
的起源地以及世界丝绸之源，当地结合
千年古村落自然风光和桑蚕丝绸文化，
推出绣娘工坊、钱山漾陶艺手创中心、

《典籍里的中国》陈列馆等20余个好玩
又有特色的体验项目，深受游客喜爱。

新老网红让绿水青山更好玩
本报记者 徐 坊

新老网红让绿水青山更好玩
本报记者 徐 坊

9 月 15 日，当亚运火炬手从温州市
区公园路的古戏台前奔跑而过，戏台上
的千年南戏成为最燃背景乐，向大家展
示着温州瓯越历史“山水斗城”的新活
力。

随着杭州亚运会临近，不少温州市
民发现，身边除了随处可见的亚运元
素，市井里的“瓯”元素也增添了不少。
打卡老温州、品味亚运风，成了市民、游
客的新玩法。

温州市鹿城区历史文化街区建设

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为了将更多
当地的人文味融入亚运，当地做好历史
空间规划，通过特色建筑修缮提升、瓯
文化挖掘、新业态打造等，将亚运元素
与温州建城史相融合，在亚运火炬传递
线路沿线和城市侧布置“瓯”元素。

为亚运氛围增添温州味，如何展示
千年瓯越历史文化是关键一环。在温
州子城旧址——谯楼前，工人们正忙着
布展施工。此处子城最早为五代十国
时期吴越国钱氏所建，见证过“高宗驻

跸”。如今，温州重点修缮提升谯楼、州
治旧址门台、警报塔等地标性公共建
筑，打造千年子城遗址文化地标。

打卡温州老城区感受千年文化，行
走在温州老街五马街，温州试院旧址、王
木亭、古城墙遗址以及散布于街区各处
中西合璧的古建筑，满是老温州韵味。

“这是改革开放初期，温州满街跑
的‘菲亚特’出租车。”温州五马历史文
化街区志愿讲解员卢彬彬向游客介
绍。菲亚特，作为一个时代的记忆，如

今又亮相街头，与一旁布置的亚运主题
口号“心心相融，@未来”相映成趣，难
怪路过的人们都忍不住拍照打卡。

在这里，还有很多沉浸式体验瓯文
化的方式：藏在巷子里的文创店，可以
体验亚运相关文创印章制作，还能绘制
历史文化街区美食特色地图。

为了更好地向外国游客推介温州，
鹿城区组建 90 余人的“古城文化推介
使者”团队，其中外籍人士 10 余人，他
们用多种语言传递温州故事。

行走市井间，满是“瓯”元素
本报记者 应忠彭

温州温州

“温州好 别是一乾坤”布景，将亚运与“瓯”元素相融合。 拍友 陈泽清 摄“温州好 别是一乾坤”布景，将亚运与“瓯”元素相融合。 拍友 陈泽清 摄

“这是‘剪’出来的亚运会会徽，杭州
成功申办亚运会后，我们陆续创作了
1000多幅亚运主题剪纸作品。”杭州亚
运会开幕在即，金华市剪纸博物馆内，浙
江省工艺美术大师、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金华剪纸”代表性传承人詹东明向游客
介绍。惟妙惟肖的亚运“三小只”，断桥、
雷峰塔、三潭印月、“大莲花”等标志性元
素，让游客大饱眼福。大家纷纷拿起剪
刀，用剪纸的方式与亚运亲密接触。

金华市剪纸博物馆位于婺州古城
中。在詹东明看来，即将举办的杭州亚
运会，让婺州古城由内而外焕发新活力。

漫步在有1700多年历史的婺州古
城，随处可见的亚运口号、会徽、吉祥物
等元素，与古老的街区相得益彰。记者

跟随一个旅行团登上八咏楼，只见远处
江面开阔，导游介绍：古时入金华大多
走的是水路，诗人乘舟时总喜欢作诗。
比如唐代诗人严维的“明月双溪水，清
风八咏楼”，宋代词人李清照的“闻说双
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古诗词里有
很多金华风貌。

“古城盛景迎亚运，诗情画意在婺
州。”来自辽宁的游客姚小芳也即兴来了
两句诗，她说，“金华之行感受到了浓浓的
历史文化和亚运氛围，别有一番味道。”

夜幕下的婺州古城万佛塔公园里，
30 多个孩子正在参加“吟诵古今 喜迎
亚运”亲子共读活动。孩子们穿着汉
服、手提花灯，在诗词歌赋中，体会中国
传统文化的源远流长。

亚运与古城擦出新火花
本报记者 沈 超

绍兴

科 技 蓝、烟 波 紫、琉 璃 金、极 光
白⋯⋯变幻莫测的灯光让北纬 30°展
示馆这座玻璃建筑在夜幕下惊艳“绽
放”，它与不远处的大善塔相互映衬，不
仅点亮了绍兴城市广场，更增添了古城
悠久历史感和熠熠生辉的城市新活力。

北纬30°展示馆9月15日正式开
馆迎客。“在绍兴，遇见北纬 30°的世
界。”走下台阶，来到北纬 30°展示馆
负一层展区，工作人员章和彪介绍，“北
纬 30°是地球板块的交界，是古代文
明的轴心，是神秘传说的源头。本馆展
示了北纬 30°上下 5 度所覆盖的自然
奇观、神秘现象和人文景观，不出绍兴，
就能来一场环球探险。”

北纬30°展示馆从北纬30°上的
世界、北纬30°上的中国、北纬30°上
的绍兴这三个视角，以图文、史料为核
心，以微缩模型、5D 动感影院、VR 虚
拟现实、AR 增强现实、红外雷达体感
互动与 CG 大型场景建模等方式，为游
客带来全方位多维度的沉浸
体验。

其中，绍兴展区以“时间”为筋骨，由
古及今地展示绍兴古城的千年发展史；
以“水脉”为血肉，串联起这座古城所有
的故事。在这里，游客可以详细了解绍
兴历史文化底蕴，还能通过动漫模拟与
鲁迅等绍兴名士跨时代面对面。

据了解，北纬 30°这条纬线刚好
穿过绍兴城市广场单层玻璃体会展中
心，它于 1999 年 9 月竣工，是绍兴的老
牌地标建筑之一。根据绍兴古城保护
利用工作的最新项目规划，这里成功变
身绍兴北纬30°展示馆。

绍兴市文化旅游集团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在设计上，为突出绍兴特色，
玻璃房内装饰既有现代风格，又融入越
文化元素。在功能上，玻璃房一楼具备
了北纬 30°展示馆地上入口、古城游
客集散中心、休闲轻餐饮阅读空间等文
商旅一体的服务功能，为游客市民带来
休闲、服务新的体验。

在北纬30°与名士面对面
本报记者 干 婧 共享联盟·绍兴 周能兵

绍兴北纬30°展示馆夜景。
绍兴市文旅集团供图

这个夏天，作为杭州亚运会帆船
与沙滩排球比赛承办地，宁波象山吸
引了无数游客。这阵子，象山松兰山
成为游客争相前往的打卡地。临近亚
运，在松兰山进行适应性训练的亚运
参赛队员，更是成了海滩上最亮丽的

一道风景线。
傍晚，在松兰山沙滩上游玩
的游客偶遇训练归来的中国

帆船帆板队运动员，游
客纷纷举起手机

记 录 下 运

动员矫健的身姿。“太帅了，他们跟大海
沙滩是绝配！”“预祝中国队取得好成
绩！”

据宁波松兰山旅游度假区相关负
责人介绍，沿着宁波象山亚帆中心的
海岸线，游客可以在此骑行、路跑、徒
步、竞技，尽情体验沙滩运动之乐、水
上运动之乐、户外运动之乐。近年来，
依靠丰富的海洋活动，多元的业态融
合，宁波正在成为“北纬 30 度最美海
岸线”。

宁波作为一座港口城市，不仅拥有
积极进取的开放胸怀，更有内敛深厚的

江南气韵。在这里，大家既可以去河姆
渡文化遗址群见证古老文明，又可以到
东钱湖感受自然魅力，去天一阁体验凝
聚数百年的智慧，开启一趟意义非凡的
诗画江南之旅。

为迎接杭州亚运会，拥有 430 多年
历史的天一阁博物馆举行《诗书迎亚
运——古籍中的传统运动》展，记载于
古籍、诗文中的投壶、射箭、蹴鞠、锤丸
等传统运动被搬进天一阁，让游客现
场感受古人运动的风雅与乐趣。宁波
帮博物馆则推出临展“甬冠四海——
宁波人的体育力量”，吸引众多市民前

往参观。该展览以百年中国奥运为背
景，讲述了一代代宁波体育人的辉煌
过往，体现出宁波人开拓进取、锲而不
舍的人文精神。

宁 波 市 文 化 广 电 旅 游 局 相 关 负
责人说：“欢迎大家顺着运河来看海，
闻着书香游宁波。欢迎大家来看
比 赛 的 同 时 ，来 宁 波 寻 海
丝 文 化 、享 海 湾 风
情 、品 海 鲜 美
味。”

漫步海岸线，体验运动潮
本报记者 竺 佳 通讯员 项芳丽

宁波

阔别 3 个月，杭州西湖博物馆完成
了开馆以来最全面的一次提升改造。
焕然一新的“西湖天下景”陈列于 9 月
16日对外开放，为海内外游客带来一场

关于西湖的诗意之旅。
9 月 15 日 ，记 者 提 前 去 探 了 个

营。下午 3 时，杭州西湖博物馆总馆馆
长潘沧桑在展厅对展陈细节进行最后
的调整。“马上亚运会了，会有大批海
内外游客来杭州，西湖将大概率是他
们的首站。”潘沧桑说，这次改造不仅

包括学术内容，也包括展陈手段提
升，是为了更好地向世界展现西

湖的遗产价值。
西湖文化景观格局的形

成，并非一日之功。改造后的
杭州西湖博物馆，不仅保留了
以 1：1000 比例微缩的西湖全
景沙盘，还特地展出了古人版
的“西湖全景”。在展厅正中央
特制的 10 米展柜前，潘沧桑仔
细端详着《清乾隆西湖行宫图》
的笔触，“这是这幅画首次以全
貌向公众展出，对我们馆来说特

别重要。”潘沧桑介绍，之所以
要以全貌展出，是因为该图
中各个景点和位置标示与

现在的西湖景观一一对
应，实证了西湖至少
200 多 年 来 都 保 持

着原有的格局。展陈中的 400 余件文
物，结合着李泌、白居易、钱镠、苏轼等
一个个熟悉的名字，沿着西湖形成的
发展演变脉络，为观众呈现了西湖千
年疏浚历程。

介绍了一件又一件文物，潘沧桑
在一块小屏幕前驻足良久。这块小屏
幕上滚动播放着一张张老照片和旧报
纸，记录了新中国成立后，几乎所有
属于西湖的“重要时刻”：荒山还绿、
浚湖壮举、环湖动迁、西湖西进、西湖
免费开放⋯⋯2002 年，西湖综合保护
工程开始全面实施，让西湖的景点格
局更为完善，人文内涵更为深厚，遗
产整体价值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得到提
升，实现了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可持续
发展。

展陈中，西湖植被分布图、古树名木
分布图、西湖水下森林视频等，带大家更
具象地走近这些居住在西湖边的万千生
灵。“保护西湖的自然生态，是让西湖越
来越美的重要原因。”潘沧桑说，通过
一代代人的努力，如今西湖
的水质越来越好，生物多
样性越来越丰富，绿地
覆盖面积越来越大。

改造后的杭州西湖博物馆，还通过
数字技术，展示了西湖不同季节、不同
角度的美。在“西湖四序”体验厅，两侧
高大的幕墙上，投影出西湖春夏秋冬的
美景，还可以看到来自海内外不同地区
的摄影师、艺术家眼中的西湖。潘沧桑
告诉记者，此次改造，博物馆还特别在
展厅中留下了一块巨型竖屏，开放给
所有市民游客。“大家眼中的西
湖 ，也 是 西 湖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未来，我们将向全体市
民征集影像作品，精选
后，再通过这块屏幕进
行展示。西湖的美
不仅美在山水，
还 美 在 每 个
人 心 中 。”
他说。

在这里，看懂西湖
本报记者 叶怡霖 通讯员 斯金叶

游客在宁波松兰山旅游度假区体验水上项目。 松兰山旅游度假区供图

西湖四序体验厅。 本报记者 叶怡霖 摄

金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