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2024嘉兴文旅（南京）推介会在

秦淮河畔顺利举行。此次推介会以“禾宁

同心 遇见南湖”为主题，全方位介绍嘉兴

特色文旅资源、全域旅游品牌形象及共同

富裕典范城市文旅新面貌，进一步拓展周

边城市文旅市场，提升嘉兴文旅在南京乃

至全国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共谋发展前

景、提升“嘉兴文旅”形象，推动嘉兴文

旅、红色教育产业高质量发展。

同属于吴语区和江南文化圈，嘉兴

和南京有着相近的文化底蕴。活动现

场，南湖文旅集团与南京正大国际旅游

有限公司、江苏五方文化旅游有限公司、

南京绿色国际旅行社签署了合作协议，

嘉兴市红色教育中心与南京红色文化培

训中心、江苏钟山红岭培训中心、南京雨

花台红旅文化旅游服务有限公司签署合

作协议。共同推动禾宁两地文旅资源共

享，市场共建。

“希望通过此次推介会，为两地共同

发展谋求新契机，擦亮‘嘉兴文旅’金名

片，推动嘉兴文旅、红色教育产业发展。”

南湖文旅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嘉兴将

不断推进两地文旅资源战略合作，加强

红色文化旅游交流，以精准市场营销为

抓手，持续对接南京市场，为两地文旅合

作创造新机遇。

（记者 贾露 通讯员 马敏燕 徐芳芳）

2024嘉兴文旅（南京）推介会顺利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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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山宗水源·大美青海·魅力海

西”职工疗休养精品线路暨青海旅游推

介会在宁波举行，推出“坐着火车上昆

仑”铁路旅游精品线路，诚邀浙江职工走

进大美青海、魅力海西。

青海省是雄踞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的

一块神奇土地，海西是青甘大环线的核

心景观带，拥有壮丽的异域美景以及纯

真的民族风情，逐渐成为越来越多浙江

人民向往的“诗与远方”。巍巍昆仑、茫

茫戈壁；可可西里、奇幻雅丹；天空之境、

多彩盐湖；火星营地、天文小镇⋯⋯推介

会上，“山宗水源 大美青海”青海文旅宣

传片将一幅幅唯美的风情画卷展现在嘉

宾的眼前。

活动现场，海西州旅游推介代表进

行了特色旅游资源推介；正式发布“坐着

火车上昆仑”高铁旅游精品线路；浙江长

龙航空推出了6款航空航旅产品，以满足

不同市民游客的需求。“山海之盟”互游

签约仪式同步举行。浙江市民持身份证

在海西州内景区门票全免，不含景区观

光车、游船和其他经营性收费项目等费

用。

去年以来，浙江先后启动了“工会疗

养海西行”“自驾旅游海西行”“亲子度夏

海西行”“天文科普海西行”等系列活动，

推进“浙客西游”，2023 年到海西景点打

卡的浙江游客达110万人，创历史新高。

今年是浙江对口支援青海的第15个

年头，是海西州建州 70 周年的重要历史

时 刻 ，也 是“ 浙 青 文 体 旅 游 主 题 交 流

年”。“浙青一家亲”，举办此次活动，将进

一步加深两地文旅产业的交融合作，让

更多的浙江职工前来领略大美青海、魅

力海西。 （记者 陈冲 通讯员 陆怡）

青海旅游推介会在宁波举行

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日益加快，老

年游客数量大增，银龄旅游市场的规范

化越发受到重视。近日，文化和旅游部

科技教育司发布《关于批准 2024 年文化

和旅游行业标准计划项目（第一批）立项

的通知》，由浙江旅游职业学院副教授黄

宝辉团队牵头申报的旅游行业标准《旅

游产品适老化设计指南》（LB2024-06）成

功获得立项。

黄宝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当

前适老化的旅游产品需求十分旺盛，然

而市面上的旅游产品普遍存在适老化特

色不突出、同质化严重的问题，缺乏针对

老年人心理特征、生理特征和行为特征

开发的旅游产品。因此，制定统一的标

准迫在眉睫。

目前，国内旅游服务机构适老化短

板最明显的就是硬件建设薄弱，标准将

对新建和已有的设施提出设置要求，从

而推动适老设施的规范化建设，提高老

年朋友旅游的安全性和舒适度。

采访中，也有老年游客向记者表示，

因游玩时间充裕，大多在一个地方停留

时间较长，这就对食宿需求更为重视，希

望有“家”一般的感觉。因此，标准发布

后，酒店、餐饮商家能够有例可循、有的

放矢，科学合理设计符合老年人需求的

旅游产品，提升适老关怀、陪伴同游等软

性服务，更好地满足老年游客的精神需

要。

过去3年里，黄宝辉带领团队探访北

京、上海、山东，以及浙江的松阳、磐安、

海宁等地，深入了解适老旅游服务和产

品，为高质量推进无障碍旅游环境建设、

全面提升旅游行业无障碍环境品质，贡

献“浙江方案”。

不少旅游业内人士都认为，《指南》

的推出十分必要。

浙江省旅行社协会监事、导游分会

会长钱钧表示，适老化旅游行业标准的

推出，一方面能起到一定的约束作用，可

以督促景区、商家、酒店等提高服务质量

和加强服务意识，另一方面对老年旅游

市场能起到促进作用，促使老年旅游成

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需的重要

载体，激发银发经济内生动力，为旅游经

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与生机。

（记者 徐雨阳）

4 月 10 日，“味美浙江·百县千碗·
甬菜百碗”宁波美食（杭州）推广首场活

动——2024 镇海旅游春夏杭州推广季

启动仪式暨水果番茄乐享会在杭举行，

两座名城在“舌尖”相遇，唱响“美食双

城记”。

活动当天，镇海核星蔬菜基地水

果番茄、“金果园”水果玉米、三关六码

头等一大波地道美食“搬”到现场，通

过互动推广、文旅市集、菜品展示等方

式，重点推介春季“镇海十碗”菜品、特

色水果及旅游产品资源，扩大“镇海十

碗”品牌辐射面、影响力，带动文旅消

费升级。

现场，2024镇海旅游春夏杭州推广

季正式启动，诚邀全国（杭州）朋友来宁

波镇海旅游“做客”。为进一步推广镇

海旅游春夏产品，实现游客“引进来”，

产品“走出去”，镇海区、拱墅区签订游

客互送结对备忘录。

唱好杭甬“双城记”是浙江建设“重

要窗口”和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要内

涵。作为诗画浙江的“双子星”，近年，

杭甬两地通过宋韵奇妙夜活动、“湖海

对话”论坛、旅游夜市活动等进行有益

探索和实践。希望两地能以此次活动

为契机，在共塑文旅品牌、共拓国际国

内市场、共享文化惠民服务等方面多维

度展示文旅资源。

（记者 陈 冲）

2024镇海旅游春夏杭州推广季启动2024镇海旅游春夏杭州推广季启动

近日，台州美食数字地图 2.0 版（以

下简称“地图”）上线。地图新增“特色小

吃”板块，涵盖二十余种台州名小吃，点

开每道小吃还有相关店铺推荐，一键开

启台州逛吃之旅。

据悉，地图上线的“特色菜单”板块，

不仅为每道菜品推荐了打卡点，还为每

个打卡点设置了一键导航目的地功能，

轻松实现“想去哪、就到哪，走到哪、讲到

哪，想吃啥，就有啥”的自由行体验模式。

地图还新增“最受欢迎区域榜单”

板块，一键直达/切换各县（市、区）美食

店铺，同时，可以通过点击右下角的“分

享”生成专属海报，分享至好友群或朋

友圈。

另外，台州美食数字地图 2.0 版本新

增了“台州优选”板块，一键触达台州本

地优质平价生活超市，品类丰富、品质

保证、价格地道，提供便捷购物需求。

（通讯员 郭梦芝）

台州美食数字地图2.0版上线
从塘栖水上客运中心上船，坐船游

览大运河、丁山湖、超山等水上游线

⋯⋯这样的惬意生活今年年底就能实

现。近日，记者从临平区举行 2024 年

一季度重大项目集中开工、集中签约活

动上了解到，今年临平区开工、签约共

涉及 56 个项目，总投资超 211 亿元，覆

盖生物医药、智能制造、绿色能源、半导

体、新消费等产业领域。

其中最吸引眼球的两个大运河项

目都集中在塘栖镇。一个是大运河国

家文化公园（塘栖城镇核心段），是运河

沿线整治及基础设施配套新建项目，完

工后能有效提升塘栖张家墩区块的生

态环境，提升塘栖周边居民的生活品

质。另一个则是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

建设项目（临平段）-塘栖水上客运中

心工程项目，该项目规划设计 6 个泊船

码头。据悉，塘栖水上客运中心工程项

目建成后，将辐射塘栖古镇、丁山湖、超

山大景区水上游线，成为大运河客流外

溢承载平台和景区水陆转换的重要枢

纽。

同时，项目将依托“水陆联运”的方

式，丰富水上黄金旅游线产品，促进区

域旅游、观光、休闲、运动、会展等产业

发展，实现文旅融合。按照计划，塘栖

水上客运中心将于 2024 年 12 月建成。

届时，市民游客就可以在塘栖登上游

船，沿着运河游览“江南十大名镇”之

首、“小洞庭”和“十里香雪海”了。

杭州将新增“水上黄金旅游线”杭州将新增“水上黄金旅游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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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宋韵》亮相“上海之春”《台州宋韵》亮相“上海之春”

4 月 2 日晚，台州市民乐团携大型

原创民族交响情景音乐会《宋韵台州》

献演上音歌剧院。此次音乐会由浙江

省音乐家协会、中共台州市委宣传部、

台州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台州市

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台州市黄岩区人民

政府主办。

千年宋韵文化是浙江最具标志性

的文化名片。台州历史文化繁盛于宋、

传承于宋。近年来，台州致力于打造

“宋韵文化台州版图”，让宋韵文化在新

时代焕发活力。去年 10 月，《宋韵台

州》首次完整地带出台州，献演浙江省

人民大会堂。台州市民乐团指挥兼团

长张觉平表示，将以此次演出为契机，

进一步提升质量，在更加广阔的舞台

上，以民族交响讲好“台州故事”。

（通讯员 郭梦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