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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8 日，以“主客共享 焕活新生”

为主题，由文化和旅游部资源开发司指

导，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等主办，宁

波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承办的全国旅游休

闲街区创新发展交流活动在浙江宁波举

行；截至目前，全国三批共 164 家国家级

休闲街区，浙江积极响应成功培育省级

以上旅游休闲街区 14 家，其中 9 家入选

国家级，数量位居全国第一。

这些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在空间布

局优化、文旅深度融合、综合效益带动、

品牌打造推广、治理模式优化、成果主客

共享等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是展示城

市文化和建设成就的“金名片”，也是联

结居民和游客“美好生活”“诗与远方”的

新场域。

文化和旅游部资源开发司相关负责

人表示，下一步，持续开展国家级旅游休

闲街区相关工作，推出新一批国家级旅

游休闲街区，同时，推动形成常态化认定

和“有进有出”“优中选优”的动态管理机

制，加大支持力度，指导各地不断提升旅

游休闲街区建设水平，为人民群众提供

更多美好生活新体验、旅游休闲新空间。

历史融入生活 十里洋场再现

休闲街区是推进休闲城市建设的重

要载体，通过多年的开发建设，宁波已经

建成了休闲街区、旅游度假区、休闲景

区、乡村微度假示范区以及文旅休闲驿

站等，以城市休闲为特征的产品体系、市

场体系和产业体系，依托宁波丰富的、优

质的生态禀赋和厚重的人文优势，休闲

度假旅游已经成为宁波文旅的最大特色

和亮点。

活动现场，宁波市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金彦在致辞中表示，近年来，宁波以争

创共同富裕和中国式现代化示范引领的

市域样板为引领，全方位深化文旅融合、

优化产业结构、丰富产品供给、提升旅游

体验，在全国首创旅游综合保险服务、率

先推出旅游行业信用指数，宜乐、宜游、

宜居、宜业的休闲之都形象日益深入人

心。

宁波海曙区南塘河历史文化街区傍

宁波母亲河南塘河而生，曾是老宁波商

贸文化聚集地，位列宁波八大历史文化

街区之一。2023 年获评第三批国家级

旅游休闲街区、第二批国家级夜间文化

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宁波江北区老外

滩街区位于宁波三江口核心区域，濒临

甬江，总长 1.64 公里，总占地面积约 22
公顷，是目前国内仅存的几个具有百年

历史的外滩之一。先后获评第三批全

国示范步行街、国家首批旅游休闲街

区、国家首批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

区等荣誉，现在的宁波老外滩保留了当

年十里洋场的风貌，历史与现代在这里

交融碰撞。

记者了解到，随着新时代文旅消费

需求的新变化，宁波文旅将进一步把推

动休闲街区创新发展作为推动文旅产业

转型，引领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载

体、新抓手和新场景，将休闲街区打造为

展示城市记忆、体现主客共享、引领休闲

消费的城市生活方式和文旅休闲窗口，

以一街区一特色、一街区一韵味，来进一

步完善城市休闲功能，提升休闲城市的

文旅能级。

浙江作为东部沿海发达省份，不断

强化顶层设计，依托城市文旅业态集聚

度高、文旅消费市场活跃等特点，围绕街

区景观、文化体验、文旅消费、数字场景

等提出“十个一”的工作体系，突出休闲

街区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要的核

心要义，坚持“四个化”推动国家级旅游

休闲街区建设。

据统计，截至目前，浙江省拥有清河

坊历史文化街区、杭州市桥西历史文化

街区、宁波老外滩街区、宁波市南塘河历

史文化街区、温州五马历史文化街区、湖

州三街（小西街-衣裳街-状元街）、水亭

门历史文化街区、运河·塘栖古镇历史风

情街区、婺州古城历史文化街区共9家国

家级旅游休闲街区，数量位居全国第一；

2023 年全年共接待游客 29661773 人次，

实现旅游总收入203056.8万元。

推动街区更新 深挖情绪价值

“喜见儿童色，欢传市井声。”王安石

曾这样描写街巷盛景。900多年前，27岁

的王安石成为鄞县建县以来最年轻的知

县，他勤政务实，兴办县学，由此形成了

宁波市中心依然保存的县学街。

街区是复杂的，其开放性、人员集聚

以及商业业态的大浪淘沙使街区成为浙

江城市治理的新挑战；但同时街区也是

本土的，历史与现代交融，古朴与时尚交

织，休闲与生活交汇，走进一条街、读懂

一座城，越来越多的文旅供给和需求交

叠汇聚到浙江的旅游休闲街区。

“走进一条街，就是品鉴一道风景、

品读一地文化、品味一种生活。”浙江省

文化广电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李

新芳在致辞中说，我们采用“绣花功夫”，

以最小干预、最大保护理念，全面推动街

区有机更新，不搞大拆大建，持续迭代微

改造、精提升，杭州清河坊、衢州水亭门、

宁波南塘老街等休闲街区成为“最忆是

江南”的景观地标，“车辙马蹄疏市井，花

光竹影照门墙”的场景得以重现。历史

街区本就是城市居民经年累月水乳交

融、主客共建共享的成果。

“从淄博烧烤、尔滨冰雪的爆火，到

《繁花》意外繁华，天水麻辣烫出圈，再到

《我的阿勒泰》爆红，无不围绕着一个核

心问题，那就是情绪价值消费。”华东师

范大学教授、休闲与旅游研究中心主任

楼嘉军表示，情绪价值消费是休闲街区

的流量密码、销量引擎、增量动力、质量

关键。

如何进一步推动旅游休闲街区建

设？楼嘉军建议，疏通文化脉络，激活情

绪基因。讲述独特历史故事，展示特质

文化传统，激发游客的文化认同与情感

共鸣。既要烟火气味，更要文旅气场。

创新文旅融合，营造情感地标。创新街

区文旅融合，形成街区旅游新质生产力，

培育旅游新质消费力，建设旅游休闲街

区新质目的地。营造街区情感地标，增

强街区凝聚力与归属感，让游客情之所

依，绪之所归，心之所向，疗愈心灵。深

化产品跨界创新，推动情绪场景叠加。

丰富街区功能，打造全新年青态社交场

景。扩大知名度，完善美誉度，提高满意

度。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

护传承的意见》，提出坚持以用促保，让

历史文化遗产在有效利用中成为城市和

乡村的特色标识和公众的时代记忆，让

历史文化和现代生活融为一体，实现永

续传承。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钟舸说，价

值评估是遗产保护和历史城市保护的基

础和核心内容。当下，无论是城市保护

还是街区保护，保护的概念正在不断丰

富，并从学术向社会经济等更加广泛领

域扩展。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展示利用的

核心是遗产本身，文化展示和景观优化

是为遗产本体服务的。对遗产内在价值

的展示是价值保护的内核之一，也是构

建保护传承体系重要的技术桥梁。遗产

保护展示设计的本质是遗产历史属性的

挖掘和强化。

展示城市文化 形成常态化认定

在城市分享环节，浙江省宁波市、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云南省大理

白族自治州、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

州、江苏省扬州市的有关代表作了交

流。街区分享环节，来自湖北省武汉市

武昌区昙华林历史文化街区、浙江省湖

州小西街—衣裳街—状元街旅游休闲

街区、河北省唐山市河头老街文化街

区、江苏省无锡市清名桥历史文化街

区、湖南省常德市柳叶湖区河街的代表

作专题分享。

宁波是首批中国优秀旅游城市、首

批中国旅游休闲示范城市，文旅资源富

集，被誉为记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历史

的“活化石”。

在城市分享环节，宁波市文化广电

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应建勇在交流分

享中表示，当下“文旅热”“文旅卷”，这既

是巨大的挑战，也是难得的机遇。如何

应势而谋、顺势而为、乘势而上?这就需要

答好怎么看、怎么谋、怎么干三个命题。

怎么谋?就是要深刻理解文化是人们日用

而不觉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立足宁

波文化资源禀赋，打造“文化强国，宁波

有戏”文化品牌。在文明方面，回答好

“我有什么”，打造“海洋文明，宁波起源”

文明品牌。在文旅方面，回答好“我用什

么吸引你”，打造“中国旅游，宁波开篇”

文旅品牌。

湖州位于长三角地理中心，是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诞生地，文化底

蕴深厚，休闲经济繁荣，“1 条国家级+3
条省级+5 条市级”的旅游休闲街区集

群，已经成为独具江南烟火气和时尚感

的湖州地标。特别是全国首批国家级

旅游休闲街区“湖州三街”，2023 年累计

接待游客突破 1700 万人次、实现旅游综

合营收超21亿元，分别同比增长55.3%和

102%。

同时，湖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文物

局）党委书记、局长楼婷在街区分享环节

中表示，湖州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也是

丝瓷笔茶“四源”之城。我们秉承“老街

当代化、创意产业化、资源综合化”原则，

实施文化基因激活工程，让建筑可阅读、

非遗可体验、文化可浸润，把街区打造成

“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的

大场景。

此外，活动还根据市场实际需要设

置了“演艺带动客流”“助力复兴蝶变”

“科技丰富内容”3个专题业态交流环节，

以及供需对话、合作签约等内容，与会嘉

宾围绕文化体验场景打造、沉浸式演艺、

宣传推广等深入探讨交流。

164家国家级休闲街区浙江占9家
全国旅游休闲街区创新发展交流活动在浙江宁波举行

▲宁波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金彦

▲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党组成员、
副厅长李新芳

▲宁波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
应建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