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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2023 浙江文化和旅游总评

榜”最终榜单揭晓，作为浙江文旅产业的

重要风向标，这份榜单的发布无疑将对

促进浙江省文旅融合、提升行业整体水

平产生深远影响。同时，它也为广大游

客提供了一份详尽的文旅指南。

去年2月，浙江召开全省文化和旅游

深度融合发展动员部署会，并同时印发

《浙江省文旅深度融合工程实施方案

（2023-2027 年）》（以 下 简 称《实 施 方

案》），提出了“诗”和“远方”融合发展的

浙江方案。

回顾2023年延续到今年端午小长假

的文旅市场，city walk、反向旅游、沉浸式

体验、小城热⋯⋯从复苏到转型，中国文

旅产业在正用独特的方式解读着中国社

会的变化轨迹。

焕 新

◆关键词一：文化新地标
在探讨 2023 年浙江文旅的关键词

时，不得不提的是“焕新”这个词。

这一年，浙江文旅在实践中走出了

一条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联动，资源驱

动与资本创新驱动齐发力的文旅新图

景。

一个“新”是浙江文化新地标——之

江文化中心的启用。

坐拥书海版“无极穹顶”的图书馆，

深藏百万年“国家宝藏”的博物馆，纵贯

山海间“顶尖技艺”的非遗馆，浸润大作

家“思想意境”的文学馆，还有包揽“食色

烟火”的公共服务中心⋯⋯这个集文化、

艺术、科技、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中

心，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处全新的文化

体验空间，更为浙江文旅产业的发展注

入了新的活力。

放眼全球，文博区已成为诸多著名

大都市独特的文化名片。从纽约的“博

物馆一英里”到华盛顿的国家广场，再到

巴黎塞纳河畔的博物馆群，这些博物馆

群不仅展示了当地丰富的历史文化，更

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推力。

作为一座令人瞩目的文化地标，之

江文化中心的魅力远不止于连片的建筑

群。在这里，手工艺人们将民间艺术的

精髓活态还原，精致的刺绣、独特的陶

瓷、古朴的木工，每一件作品都散发着传

统文化的魅力；在这里，历史与现代交

织，先锋艺术释放着活力与遐想，共同演

绎了一幅幅生动的人文艺术画卷；在这

里，我们可以通过 VR 技术，身临其境地

体验各类历史文化场景。这里不仅是一

个“聪明”的文化空间，更是一个精神家

园。它让人们在欣赏历史的同时，感受

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是实现人的

现代化，从根本上将着眼于人自由而全

面的发展。而文化，便是最深厚、最基础

的根脉。”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厅长陈广

胜说，之江文化中心作为全省公共文化

的核心平台，将承担起浙江新时代文化

地标以文化人的责任，努力成为人民群

众打心里亲近的精神家园，和人们争向

前往的重要文化旅游目的地。

◆关键词二：新国风环境式越剧
另一个“新”是新编越剧《新龙门客

栈》的历史性革新。

这一场处处充斥着新意的越剧演

出，不仅引得老戏迷们连连惊叹，也唤醒

无数年轻人的戏曲DNA。

越剧《新龙门客栈》改编自同名经典

武侠电影作品，剧中的演员多来自浙江

小百花越剧团。去年3月该剧迎来首演，

观众们却发现，印象中的越剧变了。

不论是演员们的服装、妆发，还是剧

中的道具，都巧妙地融入“新国风”元素，

整场演出无一不洋溢着一种前所未有的

时尚感。不仅如此，舞美设计也是其中

一大加分项。整个剧场化身客栈，观众

们步入剧场就会发现，自己竟成了“客

栈”里的“客人”。

从“看戏人”到“入戏者”，观众们会

不由地与演员们一同感受剧情的起伏与

变化，如此同频共振的观演体验，便是

“环境式戏剧”带来的魅力。

首演不久，该剧线下演出一票难求，

而随后一段“贾廷抱着金镶玉转圈圈”

的短视频，更是让这部新编越剧从线下

火到了网络。“看这部戏不能光看‘转圈

圈’，我们要在新的表演形式中看演员的

唱念做打，也要体会艺术创新后新的观

演方式和互动体验。”越剧《新龙门客栈》

出品人、浙江小百花越剧院名誉院长兼

艺术总监茅威涛说。

赋 能

自2018年文化和旅游部正式挂牌成

立以来，文旅融合的步伐从未停歇且日

益深化。这一变革，不仅彰显了国家对

文化繁荣与旅游发展的高度重视，更预

示着我国文旅产业将迈向一个全新的发

展阶段。

那么，如何让融合更深入，方法更创

新？

◆关键词三：新场景
去年，省文化和旅游厅现场发布 12

条“诗画江南、活力浙江”主题漫游长廊，

12 条主题漫游长廊汇集浙江的青山绿

水、人文风韵，以各地特色文化和旅游资

源为依托，巧妙地融合了历史、人文、自

然等多种元素，打造出了一系列具有鲜

明地方特色和独特市场定位的文旅品

牌。这些漫游长廊不仅为游客打开了深

入了解浙江文化的新场景、新窗口，更成

为各地文旅产业发展的重要推手。这一

计划的成功实施，为浙江乃至全国的文

旅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样本。

去年，衢州开化县百万年薪聘导游

的消息在社交媒体引发热议。“我们通过

此次聘用比赛，要的不仅仅是一个百万

年薪的导游，而是想吸引大量导游人才

聚集在开化。”开化县委书记夏盛民说。

百万年薪聘导游并非是博眼球的行为，

而是想以此次活动赋能当地旅游业，重

新打开一扇窗。

在宁海葛家村，艺术的力量为这个

原本沉寂的乡村带来了活力。猪食槽、

破瓦片、烂石碓这些村民们眼里的废弃

物，经艺术家们加工后，变成了金鱼、篱

笆和印象画。艺术赋能让这个原本“平

平无奇”的乡村重焕生机。

同样，在桐乡濮院时尚古镇，时装

秀、画展等文化活动层出不穷，为这座古

镇注入时尚与艺术的气息。这些文化活

动不仅让游客们欣赏到了美的盛宴，更

以一个全新的视角呈现了这座古镇的别

样魅力。

而在台州府城，非遗文化以活态的

方式得以展示。那些令人垂涎的“糯叽

叽”美食，在与非遗元素的混搭后吸引了

无数食客排队等候。这不仅是对美食的

赞誉，更是对传统文化的最高礼赞。

◆关键词四：文化现象
事实上，越是人文色彩浓厚的地方，

就越有着经久不衰的魅力，可以说，一个

目的地的文化品位，往往决定着它的旅

游品质。历经十年打造的乌镇戏剧节年

年一票难求，如今，“一样的古镇，不一样

的乌镇”似乎成了存在于人们心里固有

的“思维定式”。可见，文化升级的量变，

往往能够带来旅游体验的质变。

另外，文化“爆款”也时常能催生文

旅“爆点”。原本，一个景区的往往需要

努力积攒口碑来赢得人气。而现在，一

个文化故事或是“爆款”产品就能引发强

大的文旅 IP效应，引爆景区“流量”。

电影《满江红》无疑成为一个文化现

象，它不仅赢得了观众的热烈追捧，更为

杭州的岳王庙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游客

量。电影的热映使得杭州的传统小吃“葱

包桧”也随之走红，一家小店日销“葱包

桧”竟高达800余份。同样，歌曲《碇步桥》

的成功也让前往泰顺碇步桥旅游的游客

数量达到往年同期的八倍之多。这无不

印证了文化赋能旅游推广的巨大潜力。

共 建

去年，全球旅游市场迎来全面复苏

和强劲增长，人们的出行意愿和信心都得

到了极大的提振。世界各地的旅游景点

重新焕发生机，酒店、航空公司、旅行社等

旅游相关产业也迎来了久违的繁荣。

◆关键词五：对话世界
去年，全球旅游市场展现出令人瞩

目的复苏与强劲增长势头，与此同时，首

届“良诸论坛”的成功举办，不仅为业内

人士提供了一个交流思想、分享经验的

平台，更向世界传递了旅游业繁荣发展

的积极信号。

更让人感到振奋的是，世界旅游联

盟总部也宣布将落户杭州，这一决定无

疑将为杭州乃至整个中国的旅游业发展

注入新的活力。杭州作为一座历史悠

久、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以其独特的魅

力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世界旅游联

盟总部的入驻，将进一步推动杭州旅游

业的国际化发展，让更多的人了解和爱

上这座美丽的城市。

专家表示，旅游业是全球经济复苏

的重要引擎之一，也是促进文化交流、增

进人民友谊的重要桥梁。面对未来，我

们要更加注重可持续发展，提升旅游品

质，让旅游业成为推动经济增长、改善民

生福祉的重要力量。

◆关键词六：乡村运营
诚然，文旅市场的复苏不仅仅是数

量的增长，更是质量的提升。随着人们

对旅游的需求更加多元化、个性化，生态

旅游、文化旅游、乡村旅游等新型旅游形

式逐渐受到追捧，成为市场新宠。

近年来，浙江乡村的面貌正经历前

所未有的变化。这背后，正是“千村整

治、万村示范”工程和“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理念的深度推动。在这些理念

的指导下，浙江的乡村文旅产业发展如

火如荼。

走进浙江的乡村，你会发现，这里的

每一处都充满了浓厚的文化气息和美丽

的自然风光。不少村镇依托其独特的文

旅资源，发挥政府、企业、村民等多方力

量，通过“整村运营”“公司+农户”“合作

社+农户”等模式，资源共享、互利共赢，

实现了产业升级和致富增收。

以长兴县为例，其“整村运营”模式

以党建为引领，镇村两级党组织联动，凝

聚起乡村振兴的强大合力。通过党员带

头、群众参与，不仅拆除了老旧房屋，改

善了村庄环境，还依托数字资产管理平

台，实现了闲置农房资源的有效盘活。

在产业发展上，长兴县通过“一村一

品”的村庄规划，结合各村的历史底蕴、

生态优势、产业基础，精准定位发展方

向。乡村运营公司的成立，更是为村庄

带来了与定位契合的优质业态，推动了

多个网红 IP 的打造，为村民带来了实实

在在的收入。

此外，衢州市柯城区余东村，通过农

民画这一独特文化元素，也打造出了“村

在画中、画在村中”的乡村新景象，吸引

了大量游客前来观光游览，带动了村庄

经济的蓬勃发展。村民们不再仅仅依赖

传统的农业收入，而是通过参与文旅产

业，获得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来

源。他们的生活质量得到了显著提升，

脸上的笑容也愈发灿烂。

可以说，“千村整治、万村示范”工程

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深入

贯彻，为浙江乡村文旅产业的发展注入

了强大的动力。去年 10 月，世界最佳旅

游乡村联盟在浙江正式成立，标志着全

球乡村旅游的合作与发展进入一个全新

的阶段。

2023 年的文旅市场无疑是一片生机

勃勃的沃土，既蕴藏着无尽的机遇，也面

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但也正是这些挑

战，使得文旅市场更加充满活力和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