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月 27 日-12 月 1 日，以“甬峻同

心·携手同行”为主题，由宁波市文化

广电旅游局、天峻县人民政府主办，天

峻县文体旅游广电局、共青团宁波市

文化广电旅游局委员会承办，宁波海丝

国际旅游交流中心执行承办的宁波文

化旅游帮扶志愿服务活动在青海天峻

实施。

青海省海西州是浙江省对口帮扶地

区，海西州天峻县是宁波市对口帮扶

县。天峻县位于柴达木东部，拥有高原

雪山、野生动物、高原农牧、民族风情等

特色资源。为实现文化旅游行业精准帮

扶，提升天峻县文旅服务质量，凸现国际

旅游目的地形象，吸引更多宁波等游客

去天峻旅游，感受“青海湖源、净土天峻”

的独特魅力。

据悉，此次由宁波海丝国际旅游交

流中心主任叶兴法带队，来自文旅管理、

景区管理、酒店管理与营销、旅游规划、

乡村旅游运营、共坊工坊、媒体宣传、摄

影、对口帮扶等相关人员共13名参与，根

据天峻当前的实际，以培训交流为主，结

合实地考察指导、对接，给天峻文旅发

展、品宣等给予指导帮助。

（记者 陈冲 通讯员 谢舒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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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旅游业“微改造、精提升”活动在

全省开展以来，龙湾区积极落实，从大处

着眼，从小处着手，挖掘盘活利用存量资

源。郑家园文化餐厅正是乘着这股东

风，以“绣花”式地精雕细琢，焕发出全新

的生机活力。

焕新的是容颜，不变的是底蕴。据

悉，郑家园麦麦酒酿造始于清嘉庆年间，

至今已有 200 余年的历史。目前，“郑家

园”已被授予“浙江老字号”称号，龙湾

“麦麦酒”也已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名录，这家餐厅是继永昌堡郑家

园麦麦酒首店、钟秀园麦麦酒非遗体验

馆之后的第三家门店。“我们将继续对馆

内进行陈列布展，打造一个集非遗传承

古法酿造技艺及工匠精神的展示与体验

基地，促进龙湾传统美食文化的传承与

发展，深度挖掘非遗和民俗文化。”郑家

园麦麦酒传承人郑振晓介绍道。

据了解，龙湾区文广旅体局以融合

旅游公共服务功能为切入点，结合郑家

园麦麦酒文化餐厅及周边旅游厕所、停

车场，以政府指导融入社会力量创建郑

家园旅游驿站，作为文化餐厅的同时，提

供旅游咨询、文化展示、购物体验、停车

休憩等一站式服务，给游客带来更多元、

更完善的服务体验。 （张媚媚）

龙湾区“微改造、精提升”唤醒非遗文化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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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8 日下午，“盛世中华 何以浙

江 ”之 南 浔 古 镇 虚 拟 镇 长 征 集 活 动

（2023）在南浔古镇剧院举行。南浔区

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翟海峰在致辞中讲

道，南浔古镇举办此活动，旨在抢抓文

化旅游与元宇宙跨界融合的重要发展

方向，为古镇文化发展继承开辟新的方

向和思路。

竞演现场，五强以 AI 为技术支点，

通过超写实技术、智能算法等，为观众们

带来了一场科技与文化碰撞的元宇宙盛

宴。经过激烈比拼，来自横空（杭州）文

化发展有限公司设计的虚拟镇长“林桑

晚”最终脱颖而出，成功摘得创意设计

金奖。

“盛世中华 何以浙江”之南浔古镇

虚拟镇长征集活动（2023）是南浔古镇紧

跟时代前沿，融入元宇宙发展新赛道的

一大突破。不仅推动了古镇文旅发展繁

荣，也助推了文旅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对

行业形成新业态，聚集新用户，培育新市

场等都具有突出的示范作用。未来南浔

古镇虚拟镇长将应用于景区的各个领

域，凭借其创新性、技术性、文化输出、商

业活跃度等多方面的综合实力，开启南

浔古镇“文旅元宇宙”之路。 （张 丽）

南浔古镇虚拟镇长敲开元宇宙大门

“海丝之光”文化遗产保护发展暨学术交流会召开

11 月 24 日下午，“海丝之光”文化遗

产保护发展暨学术交流会在温州召开。

本次交流会由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国

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和浙江省文物局

指导，温州市人民政府、海上丝绸之路保

护和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城市联盟办

公室主办，温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鹿城

区人民政府承办。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李向东

在会上表示，这是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

会议，旨在加强对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

产的保护和传承，汇聚各方智慧和力量，

为海丝之路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贡献

新的思路和方法。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

中心副主任佟薇致辞时说，站在新的历

史起点上，作为考古工作者，要积极响应

“一带一路”倡议、海洋强国战略、科教兴

国战略，深化海洋文明研究与阐释，促进

我国考古事业优质发展，提升文化遗产

保护能力。

“温州是一座拥有千年开埠通商史

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是海上丝绸之路

上的重要港城。”温州市政协主席陈作荣

致辞时说，2021 年温州朔门古港遗址的

发现与确认，重现了温州千年商港的盛

况，也是近年来我国海洋考古、城市考古

取得的重大收获。

会议期间，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

心与温州市人民政府就温州工作站等事

宜签订合作协议。 （温 文）

10所高校250余名外国留学生走进浙江安吉
11 月 26 日，在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

余村，首届中国（安吉）美丽乡村音乐节

暨外国青年“美丽乡村行”活动开启，来

自浙江省内 10 所高校的 250 余名国际留

学生走进安吉余村，打卡“绿水青山”，见

证“共同富裕”。此次采风活动由安吉县

人民政府和浙江音乐学院联合开展，旨

在依托国际友人和留学生的优势资源，

加强对安吉的国际化推广宣传，扩大美

丽浙江的国际“窗口”效益。

当天，首届中国(安吉)美丽乡村音乐

节暨外国青年“美丽乡村行”活动在余村

举行，来自浙江音乐学院的师生们在“余

村印象”图书馆大草坪上，为当地的村民

和游客献上了一场音乐盛宴。安吉县文

体旅游局党委书记、局长罗福娣介绍说，

近年来，该县首创的“音乐节+乡村旅游”

模式，已经推动引进举办各类音乐会 30
余场，门票总收入达 1000 余万元，带动

消费超 1.2 亿元，这是推动精神富有、助

力共同富裕的一个具体表现。

（记者 贾 露）

11月28日由长沙市政府主办、长沙市

文化旅游广电局承办的“快乐长往·韵味起

杭”2023长沙文化旅游推介会在杭举办。

推介会上，长沙文旅先后进行了长株

潭文旅资源推介和长沙市天心区、浏阳

市文旅推介，为到场的杭州文旅行业代

表们呈现了极具特色的长沙旅游线路产

品。长沙对口支援的湘西龙山县也在会

上进行了文旅资源专题推介。当天还举

办了“快乐长沙 韵味星城”长沙非物质文

化旅游精品展及长沙风光图片展，全面

展示了长沙的历史文化资源及独特的文

旅资源风貌。

会上，长沙市文化旅游广电局与杭

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签署了《合作框架

协议书》，双方将从客源互送、产品宣传、

业态创新、文旅招商等方面进行合作，实

现互惠互利、合作共赢。 （记者 章 琳）

宁波象山是杭州第19届亚运会帆船

帆板、沙滩排球比赛的承办城市，也是全

国唯一的国家级海洋渔文化生态保护

区。11 月 23 日，据象山县文化和广电旅

游体育局消息，从11月25日开始，象山开

启“全球亚运工作者免费游象山”活动，邀

请亚运工作者、运动员、技术官员和媒体

记者，打卡象山“北纬30度最美海岸线”。

这项政策持续到2024年12月31日。

此次免费游政策诚意满满、颇具温

情。“政策对亚运工作者本人免费，还对

其随行人员进行大幅度优惠。”象山县文

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负责人介绍，亚运

工作者凭本人身份证和赛时工作证件，

游览象山指定景区时，可享受本人免费+
同行人员门票 5 折优惠（每日限享受 3
人）的特殊政策。

景区之外，住宿同样大幅度优惠。

在象山，几乎所有高品质酒店和民宿参

与优惠政策——亚运工作者提前一天电

话预订活动指定酒店或民宿，可享受携

程价的 6 折优惠（最低 350 元/间·夜、不

叠加其他优惠），每人每天限享受1间。

（记者 章 琳 通讯员 王陈辉 金晓巍）

宁波象山推出“全球亚运工作者免费游象山”活动

近日，“石”尚来“临”遇见扎溪卡

——临平区对口支援石渠县主题音乐会

在塘栖镇举行。一首首有着当地特色风

貌的藏族歌曲轮番上演，让临平观众感

受到了千里之外的川西文化魅力。互动

环节，主持人邀请塘栖村村民学说藏语、

学唱藏歌，石渠真达锅庄传承人还带领

现场观众跳起了锅庄舞，音乐会在欢声

笑语中推向了高潮。

自结对石渠县以来，临平区十分注

重与石渠县两地的文化交流，开展了太阳

部落石渠的藏潮文化节，打造了一系列文

化交流活动。下一步，临石两地将进一步

创新形式，积极促进汉藏文化交流交融，

形成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融洽氛围，开

展丰富多彩的“石榴籽”融情活动，促进

民族团结，让这份情谊在两地之间永远

流淌。 （记者 葛家藤 通讯员 陈 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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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4 日，“良渚之夜”沉浸式综合

艺术秀在杭州良渚上演。艺术秀以时装

秀+现代舞的形式，以色彩和服装为展现

核心，运用数字媒体的艺术呈现，融合舞

蹈剧场的表现手法，给现场观众带来一

场沉浸式视觉盛宴。

来华参与“艺汇丝路”访华采风活动

的 84 位外国艺术家，通过良渚遗址管委

会和北京服装学院联袂打造的这场穿

越时空的大秀，看到了让人惊艳的良渚

之美。

“良渚之夜”沉浸式综合艺术秀包括

“拂晓之前”“文明初生”“时光虚河”“流

转节序”“良渚色彩”“美好共兴”六个部

分。秀演用“良渚 MEI”的“缔造者”“讲

述者”“传薪者”三个核心角色，结合“亲

子露营、运动时尚、职业时装”三个服装

风格类别，串联古代与现代、实景与光

影、精神世界与物质文明。

此次秀演，以良渚核心色彩元素、原

创舞蹈、声光电新媒体科技和主题服装

的多元结合，综合使用 3DMapping、全息

投影等多媒体技术和创新的舞美设计，

以现代舞结合时装走秀的表演形式营造

亦真亦幻的舞台氛围和震撼的视觉效

果，生动立体展现良渚文化的生活美学

内涵。

表演开始，定点光亮明暗交替，这是

良渚先民在拂晓前漫漫长夜的孜孜奋

斗。随着儿童的欢笑声起，光影从顶上

倾泻下来，舞台由暗渐明，五千年岁月在

这里星河流转。

不多时，太阳半升，黎明的阳光照射

在美丽的水中小洲，曾经的泱泱泽国渐

渐显露。当浩瀚星空和烈日骄阳投射到

舞台上，舞者化身缔造者，以灵动摇曳的

肢体语言展示着自然和万物的对话。在

流转时序中感受古人的生活仪式感，在

神秘与奇迹交织的北纬 30 度，听见良渚

文化的脉息。

接下来，舞者身着良渚核心色彩的

服装起舞，推动巨型玉琮雕塑，以形体造

型和舞蹈语言演绎色彩情绪和文物形

态。服饰与艺术之间似乎产生了有趣的

交集，开启了一段时尚的穿越旅程。

“良渚之夜”给参加“艺汇丝路”访华

采风活动的全球艺术家们一个全新的视

角，来了解良渚文化，了解中国元素的现

代表达，精美的场景让他们发出了阵阵

赞叹。“这是和白天参观良渚博物院和良

渚古城遗址完全不同的体验，但这也是

良渚。”一位嘉宾表示，这场表演给了他

很多启示，或许在将来会融会于自己的

创作中。

（记者 葛家藤 通讯员 陈 蓉）

艺术，穿越五千年 穿越中外
83国艺术家参加“艺汇丝路”采风活动，观看“良渚之夜”艺术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