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2日，以“新时代、新文学、新格局”为主题的第九

届宁波文学周开幕式暨 2021年度储吉旺文学奖颁奖典

礼在线上举行。全国名刊主编、作家代表等相聚云端。

会议现场揭晓了 2021 年度储吉旺文学奖获奖名

单。高鹏程组诗《回声》、郭爽短篇小说《峡谷边》荣获

2021年储吉旺文学奖大奖。其中高鹏程是宁波本土诗

人，也是宁波本土作家首次获得储吉旺文学奖大奖。

据了解，此次“储吉旺文学奖”奖励力度再升级。“储

吉旺文学奖”基金规模扩大至 2000万元，同时，在奖杯

设计上也别出心裁，杯身上镶嵌了价值三万余元的金

匾，旨在不断加大对获奖作家的鼓励力度，激励他们写

出更加优秀的文学作品。之后，“储吉旺文学奖”奖金将

再次提升，可能成为国内奖金额度最高的单篇文学奖。

（记者 陈 冲 通讯员 陈柳伊 赵 雨）

宁波本土作家获储吉旺文学奖

为将临平玉架山遗址打造成为国内一流的考古遗址

专题博物馆，日前，杭州临平有关部门举办了一场玉架

山遗址文化研讨交流会。临平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沈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向明等考古专家，以及

相关建设主体负责人参加。临平区文广旅体局等部门

对前期工作进行汇报，并提出建议和意见。专家通过现

场及视频连线的方式，对玉架山考古遗址公园（博物馆）

的后续开发、利用、展示以及外界文化传播等方面给予可

行性建议。

沈威表示，玉架山遗址具有极高的考古研究价值和

历史文化价值，希望建设主体立足临平自身，用现代话语

体系把玉架山遗址文化呈现给大众，保护传承利用好玉

架山遗址文化，打造临平文化金名片。

据悉，2011年，临平的玉架山遗址被发掘，因其重要

性而获评“201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该遗址属良

渚文化临平遗址群的一部分，是良渚大遗址的重要组成

部分，2017年被列为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2021年被评

为省级遗址公园。 （记者 葛家藤 陈 蓉）

临平区举办玉架山遗址文化研讨临平区举办玉架山遗址文化研讨

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

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其中，人民群众对非遗文化的关注

度明显提高，走进非遗馆、传承体验中心、非遗工坊等场

所动手体验的热情空前高涨。

冬奥会冬残奥会期间，非遗遇上“冰墩墩”“雪容融”，

这无疑是一次让非遗走上更大舞台的良机。对于一些关

注度相对有限的非遗项目来说，如果能在全民制作“冰墩

墩”“雪容融”的秀场上做出亮点、崭露头角，在“命题作

文”中展现出独特的精美风貌，其传播效果可想而知。各

种社交平台上，非遗与“冰墩墩”“雪容融”碰撞的相关词

条引人关注，核雕、木雕、剪纸等特色非遗各展风采，非遗

借力冬奥“顶流”走上了“破圈”之路。

具体来说，非遗相关主体不仅要紧跟时代大潮，把握

历史机遇，结合“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传统节日、中国成

都国际非遗节、中国非遗博览会、中国原生民歌节、全国

非遗曲艺周等重大活动，开展非遗展览、展示和展演活

动；还要主动适应媒体融合趋势，利用好微博、微信等各

种形式，拓展非遗传播渠道，策划推出体现非遗内容的宣

传片、纪录片、公益广告等，促进非遗项目得到更广泛的

认知认可。

在文旅融合不断深化的当下，越来越多的群众以旅

游方式频繁走进文化景区和文化场所，参与非遗传承和

文化传播，旅游需求从“看热闹”向“看门道”转变。正因

为如此，我们还要进一步处理好非遗保护与旅游开发之

间的关系，在有效保护的前提下，推动非遗与旅游融合发

展。支持利用非遗馆、传承体验中心、非遗工坊等场所，

培育一批非遗旅游体验基地。推出一批具有鲜明非遗特

色的主题旅游线路、研学旅游产品和演艺作品。通过支

持非遗有机融入景区、度假区、旅游休闲街区、特色小镇，

鼓励非遗特色景区发展等带动更多游客在体验中爱上非

遗，感受非遗文化的浸润。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不少代表、委员谈到了非遗传承

保护，尤其在“双减”政策背景下，对非遗进校园提出了更

多建设性意见。这也启示我们要从多方面进一步推动非

遗进校园。比如，在中小学的义务教育阶段，开设“乡土

教育”课程，鼓励地方根据实际情况组织编写非遗教材；

再如，在一些高等院校尤其是地方性大学，结合“特色学

科”和“特色专业”的设置与建设，聘请非遗传承人进校

园、上讲台，并在“民间派”传承人与“学院派”教师的优势

互补中探索特色发展之路。

非遗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

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富矿，非遗体验快乐满满，非

遗文化润物无声。

（韩 旭 刘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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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日，“雁荡山杯”首届温州市青年学生网络直播

创业大赛启动仪式在雁荡山隆重举行。会上，主办方向

雁荡山风景区授予“温州市青年学生网络直播创业大赛

网红创作基地”，向温州抖音电商直播基地授予“温州市

青年学生网络直播创业大赛网红孵化基地”，并聘请了一

批网络直播领域的创新创业专家担任大赛导师。

本次大赛以“续写创新史，走好共富路，青年直播赛，

代言温州城”为主题，鼓励和支持温州市广大青年学生参

与网络直播创业，在面向大众宣传温州市旅游产业、推荐

市名特优农产品的同时，不断提升创新创业能力，助力建

设“千年商港 幸福温州”。

据悉，本次大赛由温州市教育局、温州市文化广电旅

游局、共青团温州市委员会、温州市人力资源与保障局、

温州市雁荡山风景旅游管理管委会、温州市农业农村局、

浙江安防职业技术学院主办。 （温文旅）

温州市青年学生网络直播创业大赛在雁荡山启动温州市青年学生网络直播创业大赛在雁荡山启动

日前，金开城投集团发布消息，金华开发区江南区块

名人文化植入工程现已动工。该项目贯穿开发区江南区

块东部区域的六条道路，根据每条道路现状和名人特点

展开不同文化主题的设计，计划12月底完工。

据悉，六条道路分别为宾虹路、李渔路、丹溪路、东莱

路、龙川路、志和路，将围绕黄宾虹、李渔、朱丹溪、吕祖

谦、陈亮、张志和六位名人，通过传统造景手法与现代景

观手法相结合的方式，全方位展示宾虹文化、婺剧文化、

中医文化、诗词文化、婺学等，让一段段名人文化植入城

市肌理，处处见人文，事事皆风雅。

项目建成以后，将形成“以线串点，联点为面”的布局

形式，即以六条道路为主轴，以湖海塘公园南部湿地区

块等三大片区为面，各公园、街头绿地等为重要节点的

“点、线、面”相结合的整体布局，进一步放大名人文化效

应，推动开发区文旅融合发展。

（金 旅）

金华开发区六条道路将植入名人文化金华开发区六条道路将植入名人文化

余杭举办全民迎亚运誓师活动
4月 1日，杭州举行市亚运筹办“决胜攻坚”

誓师动员大会，余杭以“你好亚运！余杭@未

来”为主题，在杭州师范大学仓前校区体育场举

行分会场活动。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杭州

师范大学校长尚永丰和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刘颖

共同按下活动启动键。杭州师范大学党委副书

记应飚，余杭区委副书记、区长王牮分别致

辞。杭师大党委委员、副校长戴丽敏和余杭区

领导阮文静、沈昱、王姝、朱红丹分别为城市建

设、卫生防疫、文化体育、志愿服务等 10个代表

团队授旗。

誓师大会上，区公安分局、杭师大、志愿者、

国际友人及区融媒体中心代表共同宣读《致全

区人民倡议书》，倡导全区人民携手当好东道

主，共为亚运献真情，为举办一届简洁、安全、精

彩的亚运盛会贡献余杭力量。提振全民精气

神，将“参与就是最好的开始”精神践行到底。

据悉，随着杭州亚运会的脚步渐近，杭州市主会

场吹响冲刺亚运建设，余杭将乘着势不可挡的

亚运巨轮，在争当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

范先行区的引领下劈波斩浪，宣传亚运文化，展

示杭州精神，讲好余杭故事，聚力迎亚运、办亚

运，献礼二十大。 （记者 葛家藤 陈 蓉）

建德打造宋韵文化标识地
4月 1日，作为浙西门户的建德，抛出了“新

名片”——在杭州看亚运，到建德品宋韵。

这是深思熟虑后，建德对杭州亚运的一个

贴合呼应。建德市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虽“严

州”已不复存在，但历史的华光依然有迹可寻。

此时递出“杭州看亚运，到建德品宋韵”名片，恰

是天时地利人和。更多的宋韵文化，在建德被

不断发掘、打磨。梅城镇正大街上，一座南宋瓦

肆正在打造中，未来将成为又一宋韵展示地；寿

昌镇组织“宋韵文化节”，让南宋韵味走入千家

万户。

更值得期待的，是杭州亚运带来的宣传效

应和旅游红利。建德市委、市政府更是紧扣“宋

韵文化传世工程”，以打造“宋韵文化标识地”为

目标，深入实施严州古城、寿昌古镇、新叶古村

复兴计划，系统挖掘南宋文化、水浒文化、诗词

文化。“把历史文脉源源不断地融入‘宋韵文化

标识地’开发建设的各领域、全过程，提升文化

引领力和生产力。”建德市委相关负责人说，“相

信这张名片将持续擦亮，成为持续推动建德新

崛起的绵长力量。” （张 彧 吴佳妮）

定海区文化馆“艺享空间”
助力古城微改造

近日，定海区创建全省首批公共文化服务

现代化领航项目“艺工在线”之一的“艺享空间”

出区文化馆，依托古城核心区环境优势，与社会

机构展开合作，每月在老建筑、城市书房、文艺

茶室等新兴公共文化空间中开设手作、器乐、茶

艺等特色文化艺术课程，打造温馨惬意的“艺享

空间”。

这一沉浸式文化场景不仅以高质量的文化

艺术普及增强了定海百姓文化获得感，更将文

艺气息、文化元素植入古城微改造环节，引导群

众感受古城休闲新业态，使市民游客愿意来、留

得住、有收获，助推公共文化提质扩容和历史文

化环境有机融合，让老城区焕发新的活力。

（舟 旅）

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富矿
我国非遗文化保护工作成效显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