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杭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发布消息，今年杭州将

建设 850个不同主题的“15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并新

增26个城市书房和13个文化驿站，原有的城市文化地标

将与社区文化资源紧密连接，公共文化服务延伸进社区

（乡村）的各个角落并生根发芽，构建更具生机活力的文

化生活方式。

据悉，这 850个“15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分布于杭

州市所有区（县、市），依据城乡居民15分钟步行时间、至

少可达3个公益性公共文化空间的标准建设。根据辖区

内居民分布特点，结合区域内文化地标和旅游线路布设，

精心选点、测距、定位，目前 850个项目选址均确定。按

照建设计划，杭州上城区建55个、拱墅区建50个、西湖区

建 50个、滨江区建 15个、萧山区建 143个、余杭区建 58
个、临平区建51个、钱塘区建30个、富阳区建90个、临安

区建 88个、桐庐县建 55个、淳安县建 90个、建德市建 70
个、风景名胜区建5个。 （张雅丽）

杭州将建850个“15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

为圆满完成2022年度市政府民生实事项目，更好推

动文旅惠民、促进文旅消费工作，经研究决定，2022年继

续实施“台州人免费游台州”活动，即台州各地主要国有

及国有控股景区定期定量向台州市民免费开放。

临海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积极响应该活动，自

活动启动之日起至 12月 31日，每逢周一至周五（国家法

定节假日、双休日、景区重大节庆活动除外），活动参与景

区免费向台州市民开放。现有参与景区为临海江南长

城、临海东湖公园、临海羊岩山茶文化园、临海桃渚古城、

临海桃渚石柱峰、临海桃渚大火山等，景区如果遇到恶劣

天气、疫情防控等情况暂停开放。此外，按照“免费不免

票”的原则，活动参加对象可在“台州文旅”微信公众号或

者“浙里办·游省心”应用上提前预约门票。

（临 旅）

临海文旅积极参与台州人免费本地游活动

刚刚过去的清明小长假数据表明，疫情之下，人们的

出游需求依然存在，只不过，很多人把“拥抱远方”变成了

“发现身边的美好”。即将到来的五一小长假，微度假能

否为旅游市场带来更多生机？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

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和社科文献出版

社发布的《旅游绿皮书：2021~2022年中国旅游发展分析

与预测》指出，受疫情冲击，游客对于参加长途旅游更加

谨慎，希望能够利用周末、五一等小长假或是其他碎片化

时间就近出游，放松身心，实现度假的目的，微度假旅游

逐渐成为游客的首选出行模式。

很多地方出台了对本地游客减免门票的政策，发放

各类文旅消费券，还主推展现丰富本地生活的微度假、微

旅行线路，比如北京适应消费业态变化，策划开展“大北

京、新场景、微旅行——只为找到你”微旅行线路征集评

选活动；山西太原市文旅局也在清明小长假期间推出 6
条精品旅游线路，拉动当地旅游消费。

消费者的需求指明了市场方向，旅游市场主体纷纷

加快布局微度假市场，把它作为创新发展的重要赛道：马

蜂窝推出了“周末请上车”城市潮游 IP。马蜂窝国内目的

地研究院院长孙云蕾介绍：“通过在周边熟悉的环境中打

造全新的旅游场景，让游客获得新鲜而有趣的出行体

验”；同程旅行也打造了“嗨玩48小时”IP，整合不同城市

周边目的地、住宿、交通等优质旅游资源，力求为用户提

供多样化、个性化的短途旅行服务，推动微度假市场服务

品质和行业效率的提升。

微度假体现着从异地观光游到本地休闲游的需求变

化，从根本上说，契合旅游消费升级的新趋势和旅游业高

质量发展的新要求，业内看好其发展趋势。6人游旅行

网CEO贾建强表示，微度假产品具有高频次、快决策的

特点，是生活消费和旅游消费之间的产品，旅游企业可以

通过这类产品补充长线旅游产品的场景，同时可以积累

更多的目标客户；“微度假让旅游消费行为在时间和空间

格局实现了重构，它会成为一种长期趋势，这让旅游景区

面临新的竞争，游客的选择不再局限于单一景区，而是整

个本地生活全服务消费场景。”美团门票高级战略顾问赵

立松说。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表示，大众旅游进入全面

发展新阶段，那些基于文旅融合、主客共享的微旅游、微

度假，都可以文化、艺术、科技的名义，为居民和游客带来

新体验。他建议，“加大城市现代生活类旅游资源开发力

度，引导和支持街区、商圈、文化场所、城市公园的旅游利

用，为市民和游客营造丰富多样的主客共享美好生活新

空间。适应近程旅游和本地休闲的现实需要，推出一批

城市公园和郊野公园旅游线路和休闲项目”。 （张 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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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首届旅游业“微改造、精提升”诗画浙江摄影大

赛获奖作品评选结果出炉。该活动是由浙江省文化和旅

游厅、浙江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指导，浙江省文化和旅游

宣传推广信息中心支持，浙江省旅游协会、浙江省摄影家

协会、浙江省文化馆主办，浙江省旅游协会文旅摄影分会

承办，并于今年1月5日启动。

大赛要求广大摄影爱好者围绕“让旅游体验更精致”

“让公共设施更精良”“让生态环境更精美”“让游客服务

更精心”“让运营管理更精细”五大主题，用手机和相机

记录全省旅游业“微改造、精提升”的工作历程和取得

的阶段性成果。经专家评审，作品《一座院子的蜕变》《浙

南红都建筑微改造精提升》获图片类一等奖，《蜕变》获

短视频一等奖。

此外，《旧颜换新貌》等20个作品分获图片类二三等

奖，《魅力千岛湖》等10个作品分获短视频二三等奖。

（省文旅）

首届旅游业“微改造、精提升”诗画浙江摄影大赛结果公布

4月 14日，杭州良渚博物院（良渚研究院）举行外聘

院长聘任仪式。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教授徐天进正式加盟，受邀出任良渚博物院（良渚研究

院）首位外聘院长。

徐天进教授是国内顶尖考古学家和策展人，曾主持

过多个重要遗址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承担过“中华文

明探源工程”等多项国家级重点研究课题，并且，作为国

内公众考古最早的组织者和推广者。此次受邀担任良渚

博物院领军人物，不仅是杭州余杭文化领域人才引进工

作的一次重大突破，开创了浙江省文博界的先河，也必将

为良渚博物院在学术研究、展览教育、国际交流、品牌塑

造等方面带来新视角、新创意、新理念，为良渚文化各项

事业的发展带来新的活力。

（记者 陈 蓉 葛家藤）

考古学家徐天进教授加盟良渚博物院

宁波首个亚运会数字人民币
场景落地象山

数字人民币是由国家信用担保、中国人民银

行发行的法定货币，是数字化的现金，与实物现

金等价，可实现支付即结算，支持双离线交易。

近日，宁波城投所属半边山投资有限公司与中国

工商银行宁波市分行成功搭建数字人民币场

景，象山半边山旅游度假区成为宁波首个实现数

字人民币交易场景的亚运会赛事承办地。

今年 9月 11日至 20日期间，半边山沙滩排

球中心将迎来 25 个国家和地区的 164 名运动

员、75名技术官员，产生 2枚金牌。届时，度假

区内的宁波工人疗养院和宁波象山海景皇冠假

日酒店将分别作为运动员村和沙排技术官员官

方接待酒店为亚运相关人员提供服务保障。目

前，半边山旅游度假区内的景区交通、山地滑

车、伴野露营等项目已开通了数字人民币收款

场景，实现数字人民币支付。下一步，两家单位

还将探索数字人民币亚运场景线上线下全面试

点运用，进一步拓宽支付渠道。 （记者 陈 冲）

瑞安圣井山千亩杜鹃花盛开
暮春四月，温州瑞安马屿镇圣井山上的杜

鹃花竞相开放，并进入最佳观赏期。走近圣井

山顶，放眼望去，山坡之上尽是杜鹃花的火红颜

色，千亩杜鹃花海绵延不绝、蔚为壮观。顺着栈

道一路向上，一丛丛鲜艳的杜鹃花沐浴着四月

的春光显得格外耀眼。

据了解，杜鹃花海所在的圣井山海拔 748.6
米，景区面积 6.6平方公里，杜鹃花海面积总共

有1500多亩，每年清明前后开放，花色以红色为

主，花期20多天。目前，圣井山的杜鹃花花海日

均吸引3000多名游客前来踏青观赏，双休、节假

日的人数更多。 （文盈 张 森 瑞 周）

临平一遗址公园
入选“微精”最佳案例

近日，由浙江日报、浙江省旅游协会联合举

办的“浙江省旅游业‘微改造、精提升’2021年度

实践案例推介”活动圆满落幕。临平区榨油遗址

公园实践案例入选最佳案例名单。

据了解，榨油厂旧址所在的油车弄区块，因

旧时有多处榨油作坊和售油商市而得名。2020
年，临平区有关部门在推进城市有机更新中，在

榨油厂旧址上新建遗址公园，通过设置文化景

墙、地雕等形式，再现榨油传统工艺场景。

今年，公园内新建了油车弄文化客厅，其正

门入口处，以全息投影的方式，更加立体、具象

地介绍着油车弄传承千年的榨油技术及文化。

这里已不仅仅是公共活动区域，还承载着老临

平榨油工艺的文化记忆。（记者 陈 蓉 葛家藤）

洞头中屿旅游驿站
获评“省二级”

近日，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关于公布第一

批浙江省旅游驿站（试点）名单，洞头中屿旅游

驿站获评浙江省二级旅游驿站。

建设旅游驿站是省、市旅游业提升和完善

旅游公共服务水平，推进全域旅游，提升旅游品

质的重要载体和有效措施。中屿旅游驿站地处

中屿景区，毗邻沙角村环岛公路。驿站室内外

总使用面积约 4200平米，室内面积约 200平方

米，停车场面积共 4000平米，有 350个停车位。

驿站周边婚旅、网红打卡点、古渔村、民宿、餐饮

等旅游资源丰富，为游客提供休憩补给、信息咨

讯、文化展示、购物体验等服务。 （洞 人）

从“拥抱远方”到“发现身边的美好”

微度假为旅游市场带来新生机

锡器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影响是深远而巨大的，与

之相生相伴的锡文化渗透到了古人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成为了原汁原味生活的一部分，承载着人们对过往的回

忆。4月 22日，润物“锡”无声——传统锡器匠艺文化展

将在丽水市博物馆开展。

展览由丽水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瑞安市文化

和广电旅游体育局主办，展品时代跨越千年，造型精美用

途各异，数百件锡器贯穿了民间生活的各个层面。作为

我国历史发展的伴生物，它忠实地保留着农耕社会人们

生活的点滴，不仅是中国传统工艺鉴往知来的鲜活实物，

也是非常“接地气”的民俗艺术品，蕴含着丰富文化底蕴

和历史价值。 （丽文旅）

传统锡器匠艺文化展将在丽水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