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从宁波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获悉，宁波市政府办

公厅于近日正式印发了《宁波市创建国家文化与金融合

作示范区实施方案》。

文化与金融相辅相成、共荣共生。根据《方案》要求，

宁波市相关部门将加强合作，健全文旅金融服务机制。

鼓励银行金融机构因地制宜设立专业支行、特色支行、专

营事业部等文旅金融专营机构。财政资金发挥“四两拨

千金”作用，联合银行、保险和政府性担保机构共建文旅

产业信贷风险池，为中小微文旅企业提供便捷、优惠的融

资服务。同时探索股权、商标权、景区经营权等新型质押

融资业务和文旅产业责任险、文旅企业信用保险等产

品。鼓励金融机构发放多功能文旅金融卡，力争2025年
宁波全市文旅消费场所数字支付全覆盖。

根据《方案》要求，未来几年，宁波市将全力推进文旅

金融政策服务平台、版权登记交易平台和文旅金融服务

中心三大载体建设，鼓励在甬各银行分支机构积极向总

行争取信贷资源，对文旅企业票据再贴现开通“绿色通

道”等，设立宁波股权交易中心“文创板”，力争2025年底

在各类资本市场挂牌、展示和上市的宁波文旅企业数量

保持在300家以上。 （记者 陈 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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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6个多月的艰苦工作，永康上山文化遗址群（长

城里遗址、庙山遗址、长田遗址、湖西遗址、太婆山遗址）

考古调查勘探工作于近日圆满完成，这标志着永康市上

山文化大遗址考古勘探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

据悉，去年 10月份以来，在省文物局和省文物考古

研究所支持指导下，永康市先后启动了长城里遗址、庙山

遗址、长田遗址、湖西遗址、太婆山遗址等上山文化遗址

群的考古调查勘探工作。通过对遗址区域的全面普探和

重点勘探，基本探明了五处上山文化大遗址的整体面貌、

四至范围、核心区域构成等情况，意义十分重大。

下一步，永康市文物局将配及时启动永康上山文化

遗址群总体保护规划编制工作，继续夯实永康上山文化

大遗址管理、保护与利用的各项基础工作，为上山文化申

报世界文化遗产作出永康的贡献。 （金 旅）

永康上山文化遗址群考古勘探工作圆满完成

文化和旅游部、教育部、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国

家乡村振兴局、国家开发银行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动文

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将

文旅融合列入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重点领域，并从乡

村旅游产品开发、品牌塑造等方面，为乡村旅游发展指明

方向。

如今，用好乡村历史文化、地域文化、农耕文化、民俗

文化等文化资源，使之与当地优美生态相融合，已成为各

地提升乡村旅游品质的重要途径。《意见》明确提出，支持

有条件的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建设农耕文化体验场

所，弘扬优秀农耕文化。

本地游、近郊游是国内游主力，乡村成为游客主要流

入地。过去乡村中散点式发展的农家乐、体验园、农庄

等，正逐渐整合串联起来，成为成熟的乡村旅游产品。如

北京门头沟的谷山村景区，让游客实地体验门头沟自然、

美食、非遗、红色、文化、农业等“多业融合”；广东省梅州

市梅县区打造了 24个在全国具有较高知名度的休闲农

业和乡村旅游点，形成多条乡村休闲旅游精品线路，不断

丰富民宿、休闲观光园区、康养和教育基地等业态类型；

江苏省宿迁市整合全市乡村旅游资源，推出乡村旅游四

季活动，涵盖民俗文化、科普研学等不同类型，包含非遗

展示、美食品尝等多种形式；甘肃省乡村旅游发展全省一

盘棋，确定了“十四五”时期全省新创建50个全国乡村旅

游重点村、30个省级乡村旅游示范县、300个文旅振兴乡

村样板村创建名单，加快培育生态环境优、产业优势大、

发展势头好、示范带动能力强的乡村旅游示范品。

如何避免同质化，在乡村旅游竞争中脱颖而出？这

是众多乡村旅游目的地面临的考验。浙江省宁波市镇海

区九龙湖镇将目光投向草坪空地，发展“草坪经济”，走出

了一条乡村旅游特色发展之路。同镇的横溪村，因秦山

湿地公园建成后，客流量增长近60%，还带动了周边农家

乐、民宿的经营，“草坪经济”红利初显。

此外，灯光秀、音乐节、文化集市等，越来越多的时尚

元素尝试主动与乡村“握手”，生发出更多有生命力和市

场竞争力的业态。除“绿色”“乡愁”之外，“时尚”正成为

乡村旅游的新标签。 （尹 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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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升和完善旅游公共服务水平，推进全域旅游，提

升旅游品质，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开展全省旅游驿站建

设工作。经过各县（市、区）申报、设区市验收评定、省级

专家组抽查复核等程序，4月13日，全省第一批旅游驿站

（试点）名单公布，其中一级旅游驿站 30个，二级旅游驿

站37个，三级旅游驿站61个，共128个。

据了解，旅游驿站是指为游客提供休憩补给、信息咨

讯、文化展示、购物体验等服务的公共旅游场所及附属设

施，是融“服务、宣传、公益”为一体的文旅休闲服务平

台。如本次公布的“京杭大运河·杭州景区旅游驿站”，在

评选过程中，“京杭大运河·杭州景区旅游驿站”进一步对

标学习了其它景区驿站的优秀管理经验，现阶段旅游驿

站的服务设施、信息引导、游客体验、制度设立及应急管

理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

后续，各试点单位将继续巩固作为“浙江省以及旅游

驿站”的成果，成为展示各地文旅颜值和服务温度的重要

窗口，为广大游客提供温馨的“一站式”服务。

（记者 刘 青 通讯员 金 河）

浙江省首批一级旅游驿站（试点）名单公布

4月 12日，“东亚文化之都”成员城市青年艺术交流

作品展在温州市文化馆正式与观众见面。本展作为“贺

文都 迎亚运”开展的系列主题活动，被列为温州市委、市

政府“2022东亚文化之都·中国温州活动年”项目，由温州

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东京中国文化中心、首尔中国文化中

心联合主办。

去年，温州成功以总得分第一的成绩当选 2022 年
“东亚文化之都”，成功举办了成员城市青年艺术写生创

作大赛，将地域文化交流品牌升格为东亚区域的活动品

牌，以艺术为桥梁凝聚中日韩文化力量，增强青年一代对

亚洲文化的集体认同感和归属感。

本次交流展旨在通过开展独具城市特色的文化品牌

活动，将“东亚意识、文化交融、彼此欣赏”的“东亚文化之

都”发展理念深植于公众尤其是年轻人心中，塑造充满鲜

明地域特色和时代精神的“东亚文化之都·温州”文化城

市品牌形象。本次交流展将持续至5月3日。 （温 文）

“东亚文化之都”成员城市青年艺术作品交流展在温州开展“东亚文化之都”成员城市青年艺术作品交流展在温州开展

“中国历代绘画大系”特展举办
日前，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系”

先秦汉唐、宋、元画特展在浙江美术馆拉开帷

幕。展览由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浙江大学、中

国美术学院共同主办。

展览分为四个板块，利用图像、文字、新媒

体科技等多元化展示手法，呈现了“中国历代绘

画大系”所反映的中国古代绘画的宏富成就，集

中亮相的1500余件先秦汉唐、宋、元画精品的出

版打样稿档案,是流散在世界各地的中国绘画

“国宝”的一次重要团聚，更是实证中国美术史

博大精深的生动实践。同时，展览以“艺术+科

技”为理念，特甄选来自浙江大学等院校的近10
组优秀数字艺术作品联袂展出，通过使用虚拟

现实(VR)增强现实(AR)等科技手段，赋予传世

古画新的艺术生命。

除本次浙江美术馆大展(持续至 4月 20日)
外，今年 5月，“大系”将走进“红船启航地”浙江

省嘉兴市，融聚嘉兴特色，打造推动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嘉兴样板”。

（王锦超）

首届“朱自清文学奖”启动
4月11日，首届“朱自清文学奖”暨朱自清走

进临海 100周年系列纪念活动新闻发布会在台

州初级中学举行。

2022年正值朱自清先生在临海任教 100周
年，浙江省作家协会、台州市委宣传部、台州市

文联和临海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朱自清走进临

海 100周年系列纪念活动，包括设立“朱自清文

学奖”、朱自清展陈馆，开展系列讲座、发行文学

专集、举办诵读大赛与一堂课等。

据悉，“朱自清文学奖”计划每两年举办一届，

首届“朱自清文学奖”设“朱自清小说奖”“朱自清

散文奖”和“朱自清诗歌奖”各1名。 （卢靖愉）

绍兴博物馆入藏八千块古墓砖
近日，绍兴博物馆与绍兴市公安局柯桥区

分局取得联系，将该局 2020年以来在加强文物

保护执法中，陆续查扣并已结案的八千余块古

墓砖入藏博物馆。按照国家文物保护法相关规

定，绍兴博物馆与绍兴市公安局柯桥区分局湖

塘派出所办理了交接手续。

除了这批公安部门移交的古墓砖，绍兴博

物馆还接收了绍兴第二医院地块出土的古代墓

砖六七百块。接下来，绍兴博物馆将对这些古

墓砖进行系统性的整理和研究，以及拓印、修复

等，并结合已有馆藏古砖和绍兴民间收藏，于今

年七八月份举办绍兴古砖精品展。 （绍 旅）

杭博“百万收藏”计划
第二期启动

4月 11日，经过近 6个月的征集，杭州博物

馆又多了 365套 3752件藏品——涵盖票据、书

画、陶瓷、民俗等多个品类，藏品全部由杭州市

民无偿捐赠，并以一个个“珍贵故事”拼成了

1912年以来的“杭州记忆”。杭州博物馆将继续

向社会征集反映近现代杭州城市建设变迁、生

活方式转变的实物物证，并特别发起非实物类

图像、影像与声音的征藏

“博物馆之城”建设需要动员全社会各方力

量共同参与。据悉，2021年，杭州博物馆建馆20
周年，杭博开启了“百万收藏”计划，希望通过10
年努力，向广大杭城市民征集100万件1912年以

来展现杭州人的“百姓的博物馆”。该日，杭州

博物馆向第一期捐赠代表颁发捐赠证书；同时，

启动“百万收藏”计划第二期。 （陈 晶）

乡村振兴 旅游助力
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动文化产业
赋能乡村振兴的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