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业结构重塑
激发改革创新新动能

千年古城新昌，文旅资源禀赋优
异，有自然和人文景观 300 多处，是“唐
诗之路、佛教之旅、茶道之源”的精华所
在。

2004 年，在全省旅游发展工作会
议上新昌县代表作典型发言，表示新昌
抓住了大好机遇，依托独有的山水风格
和历史文化，推进了旅游业的快速发
展。大量的外地游客到新昌旅游观光，
有力拉动了第三产业的发展。

此后，如何牵引区域经济社会发
展，成为事关新昌文旅事业蓬勃兴盛的
发展考题，也是“建设旅游经济强省”宏
伟蓝图中的重要一环。

作为二产占比接近 50%的工业强
县，工业旅游成为了新昌旅游业发展的
特色要素。秉持“生态立县、旅游富民”
的发展路径，以丝绸世界旅游区、万丰
航空休闲区、智能装备小镇等较为成熟
的园区为抓手，新昌全面推进旅游业模
式创新、业态创新、产品创新，发展智慧
旅游，开发云旅游、云演艺、云娱乐、云
直播、云展览等新业态，推广沉浸式体
验型数字前沿产品。

达利丝绸公司是全球知名的丝绸
纺织及服装企业，早在 2007 年就开始
探索“二三产业融合”道路，策划打造了
以“走江南丝绸之路，赏丝绸绝代风华”
为主题的工业旅游项目。

如今达利已经是集丝绸产品设计、
生产、销售及丝绸文化工业旅游于一体

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今年
营收有望达到18亿元。

如果说旅游与工
业的结合是“追赶
时髦”，那么新昌
旅游与第一产
业 农 业 的 交
融，就是传统
的回归。

茶 叶 ，是
浙 江 极 具 特
色、极负盛名的
产 业 之 一 。 而
新昌更是全国最
大的龙井茶原产地，
建有全国最大的龙井
茶交易市场中国茶市，全
县茶园面积 15.3 万亩，茶
叶从业人员18万人。

外婆坑村位于绍兴市新昌县镜岭
镇，20世纪90年代末，外婆坑村人均年
收入仅 96 元，村集体经济收入寥寥无
几。为改变这一困境，外婆坑村依托环
境优势和古村风貌，发展有机绿茶种植
和民族特色乡村旅游。如今，全村茶园
种 植 面 积 由 1991 年 的 96 亩 扩 大 到
1500 亩，产品远销全国各地，总产值由
原来的4万元增加到1800万元，茶叶成
为村民增收致富的“金叶子”，荒山变青
山，青山变“金山”，被誉为“江南民族第
一村”。

眼下，新昌正在高质量发展之路上
阔步前行，通过三产融合，不断完善旅
游产品和服务供给体系，繁荣旅游市
场，发挥旅游带动作用，把文旅产业打
造成区域经济发展的朝阳产业和老百

姓的幸福产业。

全域格局重塑
串珠成链描绘新图景

随着旅游消费不断升级，传统的景
点旅游模式已不能满足现代大旅游发
展的需要。如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2017 年，创建国家全
域旅游示范区动员会为新昌新一轮旅

游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新
昌要成为浙江全域旅游

的样板”。
以 此 为 目 标 ，

绍兴在更大的构
架 中 寻 求 新 的
发展先机。天
姥山景区对标
国 家 4A 景
区，推进“天姥
十景”建设，李
白梦境中的金
银 台、青 云 梯、

天鸡台等相继建
成 ，以 实 景 印 证 诗

景。在大佛寺，古老的
钟声遇见咖啡和书房，一
城禅刹颂古今，古朴与现
代有机共长。在号称“江

南小桂林”“浙东张家界”的十九峰，山
的绵延与狐巴巴星球乐园的妙趣和谐
共融。

丰富的旅游资源为新昌文旅爆款
产品的开发提供了广阔的前景。2022
年，万丰航空小镇对外发布“空中唐诗
之路”文旅项目，以小型固定翼飞机和
直升机为旅游交通工具，将天姥山、大
佛寺、穿岩十九峰等名山景点分段串
联，从高空展现“千岩竞秀、万壑争流”
的绍兴山水人文美景。

目前，新昌谋划从“空中、山间、陆
路、水上、云端”五个维度入手，串珠成
线，打造“浙东唐诗之路”黄金旅游线。

在传统景区频频出圈的同时，新昌
以核心景区带动乡村旅游，推动景区镇
村串珠成链，打开全域旅游发展新局面。

以十九峰景区为例，近年来新昌立
足资源整合，推动山上山下一体化发
展，与镜岭老街、新昌硅化木国家地质
遗迹公园以及东茗乡下岩贝村、金山
村、倒脱靴景区实现战略统筹、优势互
补，形成了强大的集群效应。

澄潭街道左于村位于十九峰进口
处，十九峰观光小火车穿村而过。近年
来，村里围绕“山上观景、山下度假”目
标，发展起了民宿、农家乐等产业。截
至目前，左于村有 30 多户村民念起“民
宿经”，不仅激活了村里的闲置农房，还
带动就业80余人，村民年增收200多万
元。

东茗乡下岩贝村和十九峰景区隔
左于江相望，经过几年发展已经成为远
近闻名的“网红村”。2022 年开始，新
昌在下岩贝·金山上片区打造了“出凡
尘·入慢乡”度假项目，由十二云重、悬
崖民宿、腾云天使环、参差咖啡博物馆
等组成，提供吃喝玩乐娱一条龙服务，
进一步扩宽新昌乡村生态、人文资源的

“变现”渠道。
全域旅游重塑了整座城市融合发

展的格局，带来了蓬勃向上的朝气。去
年，新昌荣获了“2023 年全国县域旅游
综合实力百强县”“2023 中国美食旅游
目的地创新发展典型”“中国文旅融合
高质量发展旅游名县”“中国最佳全域
旅游休闲目的地”等 6 项国家级荣誉，9
项省级荣誉（试点）。

文旅融合重塑
赓续文脉再出发

一直以来，文化和旅游相伴而生、
密不可分。如何书写“以文塑旅 以旅
彰文”的新篇章？新昌聚焦“供给侧改
革”与“需求侧服务”双向发力，不断积
攒文旅融合发展的朝气、底气、烟火气。

推动文旅深度融合，新昌有先发优
势。新昌是唐诗之路的首倡地和精华
地，唐诗之路是新昌文旅融合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载体。

2018 年，浙江省首次将“积极打造
浙东唐诗之路和钱塘江唐诗之路”写入
政府工作报告，并连续发布实施了一系
列相关计划和规划。2020 年，浙江省

率先启动浙东唐诗之路建设，高标准打
造诗路文化带。

政策有支持，新昌见行动。近年
来，新昌通过打造天姥十景、唐诗文化
园、唐诗之路博物馆等文旅项目，加快
浙东唐诗之路精华地和新昌大花园建
设融合发展，实现了唐诗文化和山水资
源的价值捆绑和价值转化，真正把“浙
东唐诗之路”打造成文化之路、旅游之
路、产业之路、富民之路，“诗意大花园”
格局有效彰显，为诗画浙江提供了可借
鉴可推广的“新昌经验”。

文旅深度融合的背后，亦是文旅行
业面对的新变化与新挑战。新昌主动
迎合市场需求，以文旅深度融合重塑场
景、业态，爆款产品不断。

去年春节，新昌大佛寺景区“一灯
一心愿·集福皆如愿”新春祈福游园灯
会游人如织。人们纷纷在朋友圈感叹：

“提着灯火赏花灯，是古人的浪漫，也是
现代人过节的仪式感。”

有人追逐古风古韵，有人享受人间
烟火。位于新昌老城核心区的南街聚
集着数十家小吃店，每当夜幕降临，街
头巷尾一片灯火璀璨，小吃店里座无虚
席，充满欢声笑语。而里江北历史文化
街区，则以古城墙遗址、止水庙、新昌台
门建筑群等要素为依托，真实、全面、系
统地还原老房子、老街巷、老腔调。

南街“碳水王国”的出圈只是新昌
推进文旅深度融合的一个缩影。去年
以来，新昌创新打造了“祈福圣地”“碳
水王国”“户外运动王国”和“疗愈度假
王国”四大产品体系，以更高站位、更宽
视野谋划全域旅游发展，“一地三王国”
4个全新文旅品牌也撬动了新昌文旅市
场，成为“流量”到“留量”的新动力。据
统计，今年一季度，新昌共接待过夜游
客 68.32 万人次；元旦、春节、“五一”及
端午假期，三大核心景区共计接待游客
84.54万人次，同比增长87%。

以必成之心，创未有之业。新昌，
因创新而新，因改革而昌，在文旅深度
融合中思考着创新与未来，始终与“建
设旅游经济强省”的目标同行，不断丰
富旅游业态、满足市场需求，真正让旅
游“软黄金”成为区域高质量发展的

“硬支撑”，更广泛、更切实地惠及民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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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9月27日，浙江省委、

省政府召开全省旅游发展工作会议，明确

加快建设旅游经济强省，绍兴市新昌县作为典

型代表在会上发言。

20 年间，新昌县忠实践行“八八战略”，落实“发展

大旅游，开拓大市场，形成大产业”的要求，勇担使命，扎实

推进，在建设旅游经济强县上迈出坚实步伐，力争形成可借鉴、

可推广、可复制的有效做法。

天姥山天姥山

镜岭廊桥航拍镜岭廊桥航拍

（（本版图片由新昌县文化广电旅游局提供本版图片由新昌县文化广电旅游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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