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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项目改革项目：：破解多主体破解多主体、、大范围大范围、、不平衡难题不平衡难题，，融通文化赋能与产业振兴融通文化赋能与产业振兴

余杭余杭：：联动改革打通良渚文化大走廊联动改革打通良渚文化大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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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关键词：统筹
完善顶层设计
形成发展合力

谋划建设之初，良渚文化大走
廊存在以下特点——

范围大。大走廊重点区涉及
余杭境内的良渚、仁和、瓶窑、径
山、黄湖、鸬鸟、百丈 7 个镇街，共
634平方公里，占全区面积67%。

主体多。除 7 个镇街外，大走
廊范围内还有良渚遗址保护管理
机构、两大产业平台，不少区域和
事务由区直部门和区属国企直接
管理。

不平衡。从发展空间看，占比
约 39%的受各类保护规划直接管
控区域集中在中部；从产业基础
看，东部创新产业集聚度领先于中
西部；从整体风貌看，以乡村公园
为主体的西部又优于东部。

基于这样的实际，余杭启动良
渚文化大走廊联动改革，完善领导
机构、发展战略等顶层设计，发挥
廊道式发展的聚焦特点，推动文化
遗产和文物遗址一体化保护，统筹
旅游、文创、民生等项目落地，形成
保护与发展合力。

“一套机构”联动推进。成立
余杭区良渚文化大走廊建设领导
小组，整合良渚遗址管委会、宣传、
文旅、规划、财政等部门和相关镇
街、国企力量，建立实体化运作的
工作指挥部，制定项目协调机制、
四级例会制度和督查考核方案，全
面统筹大走廊建设相关工作。

“一张蓝图”联动设计。按照
“两廊一轴”总体发展布局，余杭以
规划引领加强顶层设计与多规融
合，制定《大走廊建设三年行动计
划》，编制《大走廊发展战略与行动
规划》《大走廊风貌专篇及管控实
施细则》，实现“一张图管全廊”“一
张图管到底”。

“一个品牌”联动保护。良渚
文化大走廊正全力打响“五千年中
国看良渚”文化品牌。首届“良渚

论坛”的成功举办和杭州亚运会火
种在良渚成功采集，进一步提升全
球知名度。在保护基础上，广泛开
展“良渚与世界”“中国茶圣节”等
文明交流互鉴活动，向世界讲好余
杭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一个政策”联动发展。着眼
于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余杭发布

《良渚文化大走廊“文化+”产业高
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加快
推动文化产业转型升级和农文旅
融合发展。今年深圳文博会期间，
大走廊就在深圳开展首场专场招
商引资推介会。

以统筹为关键词的顶层设计，
在良渚文化大走廊建设启动之初，
就以联动改革为其赋能，注入前进
的强大动力，推动大走廊发展行稳
致远。

改革关键词：系统
创新机制

构建大保护格局

良渚文化大走廊范围内文化
资源丰富，拥有良渚古城遗址、京
杭大运河（余杭段）、径山茶宴三大
世界级文化遗产，涉及各类文物保
护单位 38 处、文物保护点 30 处、历
史街区 1 处、历史建筑 84 处，文物
数量占余杭区的74.8%。

文物数量多、时间跨度大、保
护任务重，如何更好实现“在保护
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在大走
廊建设中，余杭始终把文物安全作
为底线、红线、生命线，以成功入选
全省唯一的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
范区创建名单为契机，着眼于文化
保护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创新体制
机制，加快构建大保护格局。

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
明史的圣地。余杭率先开创“专职机
构+法律法规+政策制度+数字赋能”
大遗址保护管理模式，全力守护好中
华民族的“根”与“魂”。

这两年，良渚遗址管委会与敦
煌研究院、浙江大学、河海大学等
知名院校“牵手”联合攻坚潮湿环

境土遗址保护。今年 7 月，全国首
个南方潮湿环境土遗址保护专业
实验室在大走廊启用。这将推动
潮湿环境土遗址保护进行更系统
性的基础理论深化研究、关键共性
技术攻关、专有装备研制升级和科
技成果转化应用等，推动形成潮湿
环境土遗址保护的良渚经验。

保护文物，并不仅局限于文物
本身，也要处理好文物保护与当地
居民的关系。此前，围绕良渚遗址
保护，余杭建立大遗址保护补偿机
制、土地出让金反哺文物保护机制，
让群众共享文物保护成果，鼓励群
众支持文物保护的热情。

在此基础上，今年余杭制定并
实施《良渚遗址和鲤鱼山—老虎岭
水坝遗址农村宅基地和住房建设
引导外迁补偿办法》《余杭区良渚
遗址和鲤鱼山—老虎岭水坝遗址
农户住房解困实施意见（试行）》，
对重点保护区、良渚文化遗址本
体、世界文化遗产遗产区范围内符
合引导外迁的农户，在完成外迁所
有流程后给予资金补偿。这既推
动了文物保护，也回应了保护区内
村民改善住房条件的强烈需求。

文物与文化，与其所处的环境
息息相关。从大保护着眼，余杭正
全域提升良渚文化大走廊城乡环
境品质，以改善城乡交界处风貌景
观为重点，打造高颜值生态之廊。
不久，在大走廊内就能感受“生态
山居”“古城风韵”“田园水乡”“活
力都市”四种不同的风貌之美。

改革关键词：共富
探索文化赋能
推动产业振兴

良渚文化大走廊所在的余杭
北部地区，发展受文保、环保、农保
等制约。余杭建设良渚文化大走
廊，一项重要使命就是探索文化赋
能共同富裕，打造高品质共富之
廊。

文化赋能共同富裕，大走廊西
部地区早有探索。近年来，径山村充

分挖掘禅茶文化资源，赋予茶叶文化
属性，通过品牌化运作推广，大力发
展农文旅。每逢周末或节假日，赶来
体验“径山茶宴”，感受宋代文人雅士
点茶、斗茶风雅的人络绎不绝。如今
的径山村，是特色产业亿元村，村民
年人均收入也超过5万元。

因此，余杭发布的良渚文化大
走廊首期十大工程中，就有良渚文
化赋能乡村振兴工程。经过大半
年谋划，近期这项工程有了实质性
进展：余杭已明确为良渚遗址保护
区内的良渚街道 8 村和瓶窑镇 6 村
在保护区外建立村级发展飞地，实
施“区内保护、区外反哺、内外联
动”的空间治理模式。

根据方案，余杭将根据各村在
保护区范围内面积占全村总面积
的比例，根据统一规则赋予村级留
用地虚拟指标；同时，在保护区外
的良渚新城和瓶窑集镇分别建设
一处商业楼宇，各村指标可兑换物
业面积。两处楼宇由相关产业平
台、区属国企、镇街和 14 村共同出
资建设，建成后统一招商运营，各
村享受租金收益，支持村级集体经
济发展。两处商业楼宇预计今年
底前全部开工，实施完成后预计 14
村 村 集 体 年 收 益 倍 增 数 可 达
1.5—3.84。

在 2023 年底发布“文化+”产
业高质量发展政策 20 条后，今年
以来，良渚文化大走廊内文化赋能
产业振兴动作频频：径山旅游度假
区获批省级旅游度假区，打造具有
国际影响力的高品质全域旅游目
的地；集文化创意和艺术展览于一
体的良渚 5000+艺创园开园，开启
全球招商；杭州最大茶文化主题公
园——径山茶文化公园一期样板
段“梦山径”亮相并开放预约；以良
渚新城为主阵地打造微短剧产业
新城，构建微短剧全产业链⋯⋯文
旅、文博、文创、数字文化等产业在
大走廊内蓬勃生长。

良渚文化大走廊联动改革的
深入推进，有效加强了文化遗产的
保护、研究、传承、利用，推动文化
遗产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
光彩。

2019 年，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后申遗时代”，良渚文化发展面临新需求：如何更好

实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如何形成更具影响力的文化品牌和文化标识？如何有效平衡文化兴盛和文化共富？等等。

在充分调研论证基础上，2022 年底，良渚古城遗址所在的杭州余杭区首次提出良渚文化大走廊概念，以良渚文化为核心东西向串

联起运河文化、径山文化、数字文化等，首创以廊道式推进文化发展的联动改革路径。一年之后，这项“余杭行动”上升为“省市举措”。

近两年时间里，余杭持续深化良渚文化大走廊联动改革，加强文化遗产保护，挖掘良渚文化时代价值，不断拓宽文化资源、生态资源

转化为发展资源的通道，全方位擦亮“五千年中国看良渚”金名片，为探索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贡献力量。

良渚古城遗址公园
余杭区委宣传部供图

良渚古城遗址公园
余杭区委宣传部供图

良渚遗址作为实证中华五
千年文明史的圣地，塑好良渚
文化大走廊的“魂与魄”，协同
营建好科学保护、深度挖掘、生
动呈现、发扬光大等生态，十分
关键而重要。

良 渚 文 化 不 是 孤 立 存 在
的。良渚文化大走廊的概念提
出及其相关规划、政策等实施，
需与历史的深度研究与现代的
场景应用结合起来、与周边区
域的整体规划与联动发展结合
起来、与现实的综合保护与居
民的共富发展结合起来。只有
这样，良渚文化才能“活”起来、

“火”起来。
同 时 ，还 需 坚 持“ 有 限 使

命、有限目标、有限任务”，聚焦
到“魂”的保护与“魄”的健壮上
来，集中到良渚文化及运河文
化、径山文化的有机衍生与友
好 开 发 上 来 ，避 免 泛 化 ，成 为

“大箩筐”。
良渚文化大走廊的核心价

值和任务需聚焦到塑好“魂”，
包括且不限于通过良渚古城遗
址公园的现场展示、考古研究、
文化挖掘等，不断丰富良渚古
城、良渚文化的遗产价值；通过

“5G+”应用、常态化举办“杭州
良渚日”、考古公益研学营等，
让文化遗产生动地融入现代生
活 ；通 过 高 水 平 举 办“ 良 渚 论
坛”，积极向全球宣介中国的悠
久历史文化、现代文明进步，推
动文明互鉴。

良渚文化大走廊建设还需
塑好“魄”，包括且不限于积极
拓 展 到 运 河 文 化 、径 山 文 化 。
加强三种文化的现代发扬、交
融及其在此基础上的新形态、
新业态创造，特别是相关数字
文化的继承与创新，无疑也是
良 渚 文 化 大 走 廊 保 护 开 发 的
题中之义。

更进一步，通过建立大遗
址 保 护 补 偿 机 制 、土 地 出 让
金 反 哺 文 物 保 护 机 制 ，引 导
保 护 范 围 内 农 户 、企 业 等 在
外 迁 的 同 时 可 共 享 文 物 保 护
成 果 ；通 过 茶 旅 融 合 系 列 新
产 品 、新 服 务 、新 政 策 的 支 持
引 导 ，瓶 窑 古 镇 、安 溪 古 镇 等
江 南 水 乡 古 镇 风 采 的 重 新 焕
发 ，来 融 通 文 化 赋 能 、产 业 振
兴 与 共 同 富 裕 ，作 为 良 渚 文
化 大 走 廊 的 塑“ 魄 ”之 举 ，亦
需做好、做优。

塑好良渚文化大走廊的
“魂与魄”

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区域研究所副所长 首席研究员 秦诗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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