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平阳县南雁镇文化旅游美食节

暨平阳南雁“八大碗”评比活动顺利举行，

活动以“美食烹饪挑战赛+共富集市”为

吸引点，用美食创造“舌尖上的共富”，助

力打响平阳美食知名度，助推南雁镇文旅

融合发展。

比赛现场，本土 20 位乡厨充分利用

南雁当地食材，为现场评委和嘉宾献上一

场视味觉盛宴。最终，兔子炖酒、豆耙蹄

花、红烧牛蹄等八大菜品被评为南雁“八

大碗”。农家小院、天窗饭店、招斌土鸡被

评为平阳南雁“八大碗”示范店。据悉，本

次活动旨在以“厨”会友、以“食”助旅，充

分挖掘南雁美食文化和烹饪技艺，带动乡

村美食产业链发展，助推南雁美食“走出

去”，吸引更多游客“走进来”，推动乡村振

兴再上新台阶。

（吴 文）

温州平阳南雁“八大碗”出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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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打造文旅援疆金名片

浙江文旅援疆“双珠”计划启动
10月21日，由浙江省援疆指挥部、浙

江省文化和旅游厅、阿克苏地委共同主

办的浙江文旅援疆“双珠”计划，在沙雅

县塔里木河湿地旅游景区正式启动。

阿克苏地委书记吴红展强调，浙阿

双方将以此次“双珠”计划启动仪式为

契机，着力强化旅游资源共享、景区共

创、业态共兴、品牌共塑，通过常态开通

旅游专列及包机、加快重点景区提档升

级、丰富多元化、高端化文旅产品等途

径，助推文化、旅游、商业、娱乐等多业

融合。

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副书记、

副厅长芮宏指出，“双珠”计划是促进浙

阿全面交往、广泛交流、深度交融的重要

平台载体，将开启浙江文旅援疆工作新

局面，“诗画江南、活力浙江”与“魅力边

疆、美丽新疆”文旅对口支援必将会结出

更加丰硕的果实。

“双珠”计划立足阿克苏地区和兵团

第一师的文化旅游资源禀赋，发挥浙江

文旅产业机制和市场优势，实施规划引

旅、强基兴旅、业态育旅、文化塑旅、人才

强旅、品牌助旅六大行动，实现“串珠成

链、串链成带、串带成环”，打造兼具文化

内涵和自然风光的丝路黄金旅游带。

在启动仪式上，浙江旅游科学研究

院发布“双珠”计划规划。计划从2023年

开始到 2026 年，着力打响“丝路古龟兹·
神奇阿克苏”主品牌，集中打造托木尔世

界自然遗产明珠带和龟兹世界文化遗产

明珠带，加快建设以库车、拜城、新和为

代表的龟兹文化，以沙雅、阿拉尔为代表

的胡杨沙漠军垦文化，以温宿为代表的

奇峰峡谷地质文化三个示范段，统筹实

施一批标志性文旅项目，形成“1+2+3+
N”的文旅援疆发展新格局。

“双珠”计划不仅是旅游线路与景点

规划，更是全方位重塑阿克苏地区和兵

团第一师文旅品牌。一批“双珠”计划产

业合作项目现场签约。浙阿文旅人才交

流合作联盟同步揭牌，并邀请全国知名

高校、文旅企业、文旅行业专家学者担任

“双珠”计划首批专家顾问，聘请6位网红

达人为“双珠”计划推广大使。

尽“浙”里所能，汇“疆”来美好。浙

江文旅援疆“双珠”计划的实施，将有力

推进阿克苏地区和兵团第一师打造南

疆旅游金名片的速度，让“丝路古龟兹·
神奇阿克苏”成为令人向往的耀眼明

珠。

（周 丰）

10 月 24 日，由西藏自治区旅游发展

厅主办的“西藏天湖之旅”推介会暨首发

仪式在杭州举行。

西藏天湖之旅结合西藏纳木错、羊

卓雍措、普莫雍措等多个西藏天湖得天

独厚的自然风光，打造出天湖之旅十五

日游的主线产品，及边境深度三日游、多

彩天湖五日游、星空治愈九日游的辅线

产品。据悉，在冬游西藏期间，游客可以

享受到机票、酒店、景区等一系列的优惠

和免费政策，明年 5 月，还将有一批首发

团，诚邀全国游客到西藏观湖，欣赏不一

样的大自然风光。

（记者 章 琳）

“西藏天湖之旅”推介会暨首发仪式在杭举行“西藏天湖之旅”推介会暨首发仪式在杭举行

中泰竹笛 2012 年入选第四批浙江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为庆祝

浙江大学国际校区全面启用六周年，中

泰街道办事处、浙江大学公共体育与艺

术部联合举办的高水平艺术展演——

“竹笛之夜”专场音乐会在浙江大学国际

联合学院（海宁国际校区）举行。

此次活动是中泰街道深耕“校地合

作”，强化精品内容输出，推动非遗创新

发展的方式之一，旨在借助浙江大学的

师资团队和科研力量，深入探索非遗“学

研产用”一体化保护新模式，进一步推动

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近年来，中

泰街道已与中央音乐学院、首都师范大

学音乐学院等12所高校达成校地合作。

今年，中泰还启用了“中国竹笛第一

村大师小院”，通过资源辐射带动作用，

进一步加强艺术教育、活动信息等优势

共享。

（记者 葛家藤 通讯员 陈蓉）

中泰竹笛深耕“校地合作”走进浙江大学

2023 年 10 月 19 日-20 日，由温州市

文化广电旅游局主办的“浙皖闽赣”国家

生态旅游协作区交流筹备活动在温州成

功举行。来自浙江、安徽、福建、江西 4
省 19 市的文旅部门负责人，以及各地旅

游协会或企业负责人齐聚一堂，共谋发

展、共享未来、共话情谊，合力推进协作

区建设发展。

本次活动初步形成“浙皖闽赣”国家

生态旅游协作区发展和合作的共识，建

立了区域联合营销与市场共享平台，为

即将举办的“浙皖闽赣”四省国家生态旅

游协作区推进会做好准备。

（温 文）

“浙皖闽赣”国家生态旅游协作区筹备活动在温召开
据悉，由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慈溪

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七届越窑青瓷

文化节将于 11 月 3 日在慈溪开幕。越窑

青瓷文化节自 2011 年至今已举办六届，

是推动上林湖越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

设、国家级非遗项目越窑青瓷烧制技艺

传承、越窑青瓷产业发展的重要举措。

本届越窑青瓷文化节将分研讨、展示、展

演、社会参与、对外交流等五大类开展，

活动将全方位传承弘扬越窑青瓷文化，

促进文化与旅游的融合发展，进一步提

升慈溪文化软实力。

青瓷文化是慈溪地域文化之宝，城

市精神之根。近年来，慈溪市委、市政府

把青瓷产业作为推动文化产业发展、实

现文化自信的主要抓手，同时高度重视

文旅融合，打造青瓷文旅 IP，慈溪以全长

30 公里、中国最美越窑乡野风景道为主

线，上林湖越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上林

湖越窑博物馆、青瓷文化传承园等文旅

综合基地串珠成线，打造国内唯一的“秘

色瓷”文旅线路。

（记者 陈冲 通讯员 王顺富 方颖）

第七届越窑青瓷文化节将于11月3日在慈溪举行

近日，以“聚焦古村古镇保护利用

促进美丽乡村建设”为主题的新时代古

村镇保护利用发展论坛在浙江安吉举

行，围绕新时代古村镇创新保护、活化利

用、可持续发展展开深入讨论。围绕论

坛主题，中国文物学会副会长、古村镇专

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郑国珍，中国建筑文

化研究会副会长、高级规划师张路直等

专家作主旨发言。交流环节，与会代表

就古村镇保护利用的模式、机制、人才队

伍建设等积极建言献策。

据悉，论坛发布《新时代古村镇保护

利用安吉倡议》，呼吁全国各地古村镇加

强交流、相互学习、合作共赢、协同发展，

共同绘制古村镇保护利用、乡村振兴发

展蓝图。会议还为获评2022全国古村古

镇保护利用十佳案例和优秀案例单位颁

发证书。 （安吉文旅）

新时代古村镇保护利用发展论坛在安吉举行

2023年“秋游广西”黄金季宣传推广暨
招商推介会走进诗画浙江

近日，2023 年“秋游广西”黄金季宣

传推广暨招商推介会在杭州举行。广西

与浙江一直以来互为重要旅游目的地和

客源地，文化旅游交流合作紧密。

为进一步深化桂浙两地文旅合作，

共促区域文化和旅游协同发展，本次推

介会设置了北海、贵港、河池三市招商项

目路演环节，推介了滨海旅游、生态康

养、文化体验等多种业态类型。同时，推

介会还依托广西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

围绕“秋冬游广西，壮乡暖桂客”主题推

出“秋游广西”黄金季十大旅游精品线

路，并通过广西文化旅游数字推广大使

——数字人刘三姐，为大家介绍了“一键

游广西”小程序玩法。值得一提的是，广

西还面向全国游客推出“秋冬游广西”四

大优惠，包括景区首道门票优惠、住宿优

惠、文娱消费优惠、自驾车通行费优惠，

对广西区内旅行社“引客入桂”、区内剧

场和演出经纪机构引进剧场类、音乐节

（演唱会）类演出进行补助。

（记者 章 琳）

龙湾区“微改造·精提升”
以节为媒，释放文旅融合发展新活力

为了不断深化“微改造、精提升”工

作，做好运营“精细”、服务“精心”工程，

龙湾区着眼“节庆+文化+旅游”的文旅融

合发展思路，深挖节庆价值，通过举办各

类特色节庆活动，以节为媒、以节造势、

以节兴旅、以旅富民，积极营造活跃的文

化旅游氛围，不断拓展文旅消费潜能，推

动龙湾文旅品质提质升级。

据悉，今年以来，龙湾区通过“微改

精提”打造各个文旅节点，先后举办了 24

个不同主题的文化旅游节庆活动，共吸

引客流上百万人次，节庆活动已成为展

示龙湾文化旅游的重要窗口。同时，以

“潮起龙湾”为主题，龙湾区 10 个街道开

展各类文创市集巡回活动，打造龙湾文

旅消费新场景。龙湾和合雅集暨沉浸式

市集仅 3 天时间就吸引游客近 12 万人

次；龙湾万达广场“万佳味来”潮流市集

投资额近 1000 万元，让整个街区充满了

烟火气和勃勃生机。此外，龙湾区 2023
温州湾新区金海湖星光集市、中国眼谷

小镇“瞳年不同 YOUNG”嘉年华活动等

一系列热门节庆活动，也成为龙湾文旅

一抹新亮色。

下一步，龙湾区将继续聚焦做好旅

游“微改造”的“绣花”功夫，不断探索“文

旅+新业态”新模式，推动“节庆文化”转

换为“节庆经济”，为拉动全区文旅消费

场景创新、促进文旅消费扩容提质按下

“快进键”。 （张媚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