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 20日，围绕“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主题开展的“2022新华网思客年会”在杭州举办，为

准确把握文旅产业发展的新趋势、新风向，衢州市文化

广电旅游局特别策划举办 2022新华网思客年会“衢州

文旅‘新’势力”平行论坛，通过主旨演讲、专题推介、圆

桌论坛等形式，共话衢州文旅“新”势力。

在本次“衢州文旅‘新’势力”平行论坛的主旨演讲

环节，与会专家聚焦乡村旅游领域，探讨文旅产业的未

来方向。中国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国家旅

游局政策法规司、综合协调司前副司长，中国旅游报社

前总编辑、社长高舜礼以《乡村旅游升级转型的发展趋

势》为题进行分享。

高舜礼认为，未来旅游投资将向乡村旅游倾斜，乡

村旅游产品业态将更加多元化，旅游功效将更显多样

化，旅游方式将由休闲向“休闲+度假”转变，发展质量

将稳步提高，但这种升级转型不是非此即彼或跨越式蛙

跳，是积少成多、由现象到态势的渐变。

（记者 章 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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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台州市三门县举行了上蔡新石器遗址考古成

果新闻发布会，公布了该遗址的阶段性考古发掘成果。

遗址年代最早为河姆渡文化晚期，距今约 6000年。在

2020年4月，在靠近三门县亭旁镇上蔡村桥头的山坡上

发现大量新石器时代的石器和陶片，初步确定应该为新

石器时代的人类活动遗址。同年 11月，三门县文化和

广电旅游体育局联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上蔡新

石器遗址进行考古发掘。

发掘成果表明上蔡遗址发现了距今4000年和6000

年两个阶段的新石器遗存，以河姆渡文化晚期遗存为主

体，为三门县的史前文化找到了源头。“有少量玉钺、玉

玦、玉管等，表明上蔡遗址具有一定的等级。”浙江省文

物考古研究所博士孙瀚龙介绍。

接下来，三门县政府将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携

手，全面排摸三门县的考古遗址，以科学方式实证三门

县的历史，厘清三门县的历史文化脉络，大力推行文旅

融合，让文物活起来，打造三门县特色的文化名片。

（陈玲玲）

台州发掘一遗址 将三门文化史提早6000年台州发掘一遗址 将三门文化史提早6000年

据文旅部11月21日消息，文化和旅游部、中央文明

办、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应急管理

部、市场监管总局 体育总局、林草局、乡村振兴局近日

印发《关于推动露营旅游休闲健康有序发展的指导意

见》。意见提出，推动公共营地建设，扩大公共营地规

模，提升服务质量。鼓励支持经营性营地规范建设，提

高露营产品品质。增强人民群众文明露营意识，推广

“无痕露营”。

其中提出，在符合相关规定和规划的前提下，探索

支持在转型退出的高尔夫球场、乡村民宿等项目基础上

发展露营旅游休闲服务。鼓励有条件的旅游景区、旅游

度假区、乡村旅游点、环城游憩带、郊野公园、体育公园

等，在符合相关规定的前提下，划出露营休闲功能区，提

供露营服务。鼓励城市公园利用空闲地、草坪区或林下

空间划定非住宿帐篷区域，供群众休闲活动使用。意见

同时强调，避免盲目上马项目、恶性竞争。

意见强调，要做大做强露营旅游休闲上下游产业

链，提升全产业链整体效益。引导露营营地规模化、连

锁化经营，孵化优质营地品牌，培育龙头企业。（石 睿）

露营旅游休闲有了发展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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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嗨在嘉文旅”星夜点燃杭城
聚文旅之光，绘共富之景。11月19日，“浙里

来消费 嗨在嘉文旅”2022嘉善文旅（杭州）推广活

动在杭州市拱墅区万达广场正式启动，嘉善经济

技术开发区（惠民街道）文旅夜市同步开市。本次

活动集推介、体验、娱乐为一体，是一场跨界联动、

全民参与的全城热动推介会。

现场通过视频、图文专题展示，丰富而又生动

地向在场的与会嘉宾及市民游客介绍了嘉善的文

旅资源。嘉善经济技术开发区（惠民街道）以全新

的视角展示了国家级经济开发区的风貌。惠民街

道这一季果园、五彩姚庄、大云旅游度假区、西塘古

镇景区等嘉善当地景区纷纷上台进行推介。6位
媒体及旅行社代表受聘成为“嘉善文旅传播官”。

值得关注的是，现场以“嘉善经济技术开发区

（惠民街道）”冠名的嘉善文旅夜市惊喜开市，姚庄

农民画、西塘传统纽扣制作、惠民刺绣等非遗产

品，嘉善特色小吃、地道农产品，深受杭州广大市

民游客追捧。传统韵味与现代潮流风采汇聚，点

亮了杭城的夜色。 （记者 章 琳）

临平区大运河金秋漫游季启动
近日，临平区大运河金秋漫游季系列活动在

塘栖镇超丁村千亩示范方启动。活动现场举行了

塘栖镇农文旅推介、大米公社项目签约仪式及大

运河科创城招商推介。

启动仪式后，“一起去爷爷的稻田撒野”、青荷

市集、塘栖村的野式生活、“oh yeah！国潮集市”、

塘栖古镇沉浸式体验等一系列子活动将陆续展

开。当天上午还举行了“丰收运河畔·乡贤话共

富”临平大运河乡贤代表座谈会和“童心迎亚运亲

子彩虹跑”活动。此外，现场还通过线上平台销售

大运河金秋漫游季体验卡、美丽乡村深度游体验

套票、特色农产品等，让更多人享受到“共同富裕”

带来的福利。 （记者 陈 蓉 葛家藤）

“碳中和”专展即将登陆安吉
浙江自然博物院安吉馆“碳达峰 碳中和——

浙江的行动与担当”展览近日通过验收。该展通

过科普碳的产生与循环，分析碳对自然环境和我

们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影响。从国际社会公约、国

家政策、浙江政府等不同层面对低碳减碳的努力，

让参观群众切实感受到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性，

突出强调普及“碳中和”“碳达峰”概念和意识的迫

切性，展现了浙江在发展低碳经济、践行低碳生活

中的先行示范作用。

该展将于 11月底在浙江自然博物院安吉馆

对外开放，展期2年。跟随碳在地球上的旅程，了

解碳循环中的每一个足迹，理解我们日常活动中

的碳排放对自然可能造成的影响。从自己做起，

从身边做起，为早日实现“双碳”目标贡献自己的

力量。 （记者 刘 青 通讯员 叶元）

衡阳首届旅发大会将开幕
衡阳市首届旅游发展大会将于 11月 25日至

26日在衡阳市南岳区举行。本次大会由中共衡

阳市委、衡阳市人民政府主办，衡阳市委宣传部、

衡阳市文旅产业链统筹协调，衡阳市文旅广体局、

中共南岳区委、南岳区人民政府承办。

据悉，衡阳市首届旅游发展大会以“天下南

岳 独秀衡阳”为主题，依托南岳独特的文旅资源

优势，通过开幕式、“天下南岳 独秀衡阳”2022南
岳峰会和“人间烟火 衡阳味道”厨神汇三大主体

活动及配套活动，多维度擦亮以南岳衡山为代表

的历史文化名片，助力湖南加快建设世界旅游目

的地。 （记者 文海庆 通讯员 文 兰）

11月 22日，浙江省山区海岛县文化和旅游产业投

融资对接大会暨丽水山景“最美文旅资源”推介会在景

宁畲族自治县召开。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厅长褚子育，

中共丽水市委副书记、市长吴舜泽出席并致辞。浙江省

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党组成员、一级巡视员许澎主持

会议。全省各设区市、山区县、海岛县文化和旅游局负

责人，10余家省级金融机构、40余家投资机构、140余家

文化和旅游企业负责人参加大会。

褚子育强调，全省文化和旅游战线要善用数字化改

革成果，倍加呵护并迭代升级全省文旅投融资平台，完

善对接机制、服务机制，打造一年 365天不落幕的服务

大平台。希望广大金融机构和企业家关心关注关爱文

化和旅游产业发展，加大金融产品创新，畅通银企对接

渠道，进一步提升信贷产品的投放效率和精准度，更好

为文化和旅游企业提供投融资服务。

大会期间还举办了山区海岛县文旅高质量发展圆

桌论坛、丽水山景“最美文旅资源”推介会等系列子活

动。丽水市、景宁畲族自治县、嵊泗县人民政府与文化

和旅游部门负责人，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浙江

省旅游投资集团和省内优秀旅游投资企业、运营企业和

行业协会组织代表参加了有关活动。

（浙文旅）

文旅+金融 合促共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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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金融 合促共富

全省山区海岛县文旅产业
投融资对接大会举行

近日，以“携手构建潜水命运共同体、催生中国旅游

潜水新业态”主题，由中国潜水打捞行业协会主办的第

二届中国旅游潜水峰会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宁波作为

特邀城市参会并发表主旨演讲，宁波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党

组书记、局长詹荣胜在演讲中透露，宁波将打造中国首个

旅游潜水全产业基地，全力拓展旅游潜水产业新蓝海。

詹胜荣作了题为《宁波：打造旅游潜水新蓝海》的主

旨发言。他说，宁波是中国海洋文明的重要起源地，拥

有1600多公里的海岸线和600多个海岛，具备开发旅游

潜水的资源条件。旅游潜水产业是极具潜力的“蓝海”

市场，宁波在旅游潜水全产业资源开发利用方面具备诸

多优势。希望得到CDSA在宁波市打造全国首个潜水

全产业基地项目上给予支持，也诚挚邀请国内外潜水组

织和从业者到宁波创业就业。

中国潜水打捞行业协会理事长宋家慧在接受媒体

采访时表示，中国潜水打捞行业协会将整合产业链培育

相关资源，加大与宁波的深度合作，共同为打造中国旅

游潜水品牌贡献力量。 （记者 陈 冲）

聚焦新业态 宁波欲打造中国首个旅游潜水全产业基地

情景音画剧《听见良渚》日前在余杭苕溪大剧院上

演，为观众带来了一场关于良渚文明的视听盛宴。据

悉，该项目为 2022年杭州余杭区首批文艺发展基金扶

持项目。活动由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余杭区文化

和广电旅游体育局、慈溪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联合

出品，由慈溪青瓷瓯乐艺术团和余杭文创企业“杭州一

曼悠美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共同打造。

在我国众多璀璨的远古文化中，钱塘江地区的良渚

文化以其发达的稻作农业、大量而精美的玉器、精制的

制陶技术独树一帜。《听见良渚》便是借用了青瓷这类极

具中国文化符号的乐器，融合多媒体和现代舞台艺术，

揭示良渚文明与中华文明一以贯之的联系。

（记者 陈 蓉 葛家藤）

《听见良渚》在余杭苕溪大剧院首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