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文化和旅游部官网消息，北京时间12月20日晚，中

国广西大寨村和重庆荆竹村入选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

2022年“最佳旅游乡村”。

据悉，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评选始于

2021年，旨在通过旅游促进乡村文化遗产保护和可持续发

展。2022年共有来自57个国家的136个候选乡村参选，最

终 32个乡村入选，中国入选数量名列亚太地区第一。加

上此前入选的浙江余村和安徽西递村，我国已有4个乡村

入选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

近年来，中国式乡村旅游发展模式不仅成为乡村全面

振兴、旅游市场复苏的强劲动力，还开启了以中国乡村讲

述中国故事、开展文明互鉴、推动建设美好世界的新路径。

大寨村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龙胜各族自治

县。大寨村充分利用当地的农耕梯田、红瑶文化和自然风

光发展乡村旅游，形成了“西山韶月”“千层天梯”“金佛顶”

等梯田景观，通过展示晒红衣、红瑶长发、红瑶织布技艺，

举行集体婚礼、篝火晚会等，把红瑶传统文化转变为旅游

业态。同时，以旅游收入反哺古民居、古建筑保护，实施梯

田景观修复。

荆竹村位于重庆市武隆区仙女山街道。荆竹村以现

代创意活化传统乡愁，一方面保留根植于独特地理文化环

境的生活方式和建筑特色，另一方面引入现代创意再造公

共文化空间，利用当地的瓷砖、木材和夯土墙来呼应和推

广村庄传统文化，为古老村庄注入生机活力。 （鲁 婧）

12月18日，作为2022宁波·凉山周重要活动之一——

凉山州（宁波）文旅产业圆桌对接会在宁波举行。会上，凉

山州文广旅局相关负责人就凉山州文旅产业发展情况向

与会嘉宾作介绍。宁南县、冕宁县、州文旅投分别就凉山

州文化艺术中心项目、凉山州西昌国际阳光体育公园项

目、凉山州西昌国际阳光体育公园项目等6个重点招商项

目向宁波企业客商、商协会代表作招商推介。

宁波市城市职业培训中心、宁波市慈溪杭州湾酒店管理

有限公司等 16家参会企业一一发言，并开展招商咨询互

动。宁波市文化广电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凉山湖光山色

秀美，民族风情浓郁，希望更多的甬商了解凉山并选择到

凉山投资兴业，努力实现资源共享、市场共兴、发展共赢。

据悉，此次圆桌会加深了两地产业的合作和交流，接

下来，双方将围绕两地发展定位，立足各自禀赋优势，各扬

所长、共赢发展，进一步推动两地区域协作，持续讲好“甬

凉故事”。 （记者 陈 冲）

凉山文旅资源丰富 16家甬企投资兴趣浓凉山文旅资源丰富 16家甬企投资兴趣浓

近日，第二批省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名单公

布。温州瑞安市玉海历史文化街区和瓯海山根音乐艺术小

村入选。近年来，瑞安坚持“以文促旅、以旅彰文”的理念，

以忠义街历史文化街区为核心，激活千年文化底蕴、融入多

元旅游业态，打造瑞安最富魅力、最吸引人、最具辨识度的

标识。这这里，游客可以逛古街、拍美照、品瑞安美食。一

个略呈方形块状的聚落区，古代是达官显贵的官邸府衙建

造之处，是城市文脉、历史记忆、文保单位等文化聚集地。

在这样一条街区上，有玉海楼、林庆云宅、利济医学

堂、心兰书社等各级文保单位，有陈葆善宅等10余处文物

点和历史建筑。还新建了非遗馆、文化创意工坊，临街店

铺立面、路砖、巷弄新添清末、民国的多元风格及孙诒让引

进人力车的铜像街景。市民可听一听乡音、看一看本土戏

曲、观一观民间收藏馆。 （瑞 文）

瑞安玉海历史文化街区入选第二批省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

12月 18日，“茶和天下 共享非遗”——“中国传统制

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

录庆典仪式在杭州小百花越剧场隆重举行。文化和旅游

部党组成员、副部长饶权，浙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纲

讲话，杭州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姚高员致辞。浙江省副省

长成岳冲出席。

姚高员介绍了杭州与中国茶的历史渊源和近年来杭

州发展茶产业、保护传承茶文化的经验成就，并欢迎全世

界的人们共赴亚运之约，展示东方文化的独特魅力、中国

茶都的别样精彩。

王纲代表浙江省委省政府对“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

相关习俗”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表示祝

贺，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浙江文化事业发展的各界人士表

示感谢。王纲提出，大力弘扬中国茶文化，推动人类非遗

活起来、传下去是浙江义不容辞的责任。希望全社会共同

努力，着力加强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的保护传

承，将浙江非遗事业推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饶权在讲话中向参与“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

俗”项目申报与保护的传承人群、有关专家学者和保护工

作者表示祝贺，对浙江省、杭州市等各级党委、政府及相关

部门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

庆典仪式现场，“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保

护工作组的47个成员单位共同发布了《“中国传统制茶技

艺及其相关习俗”保护传承杭州宣言》。 （记者 刘 青）

“中国茶”入选人类非遗庆典仪式在杭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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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亚运会
全面重启注册工作

12月 20日，杭州亚组委发布消息，杭州

2022年第19届亚运会(下称杭州亚运会)全面

重启注册工作，杭州亚组委注册中心将全面

接受所有海内外客户群(除观众外)的注册申

请。优化升级后的注册系统将再次上线运

行，《杭州2022年第19届亚运会注册指南》及

其更新文件等与注册申请相关的资料将同步

发布。

据悉，待客户群注册完成后，杭州亚组委

注册中心将于 2023年 7月 20日起交付杭州

亚运会身份注册卡，届时将对外寄送待激活

的身份注册卡。待到赛时，注册人员持本人

已激活的身份注册卡可以出入杭州亚运会相

应场馆和区域参加赛事或开展工作，并享有

与其身份相匹配的权限。 （钱晨菲）

四川朋友给浙江送“年货”
近日，2022“冬游天府·安逸四川”文化旅

游浙江推介会在杭州花家山庄酒店举行。作

为浙江具有深厚情谊的“老朋友”，四川旅游

推介其实是给浙江人民送“年货”，将蜀山冰

雪、攀西阳光等本土特色元素和优惠政策“装

进”行囊，共谋文旅发展大局。推介会上，天

府旅游名导与浙江金牌导游强强“携手”，重

磅推出了四大冬季主题旅游线路。

值得欣赏的是冬季旅游期间阿坝州、甘

孜州、凉山州和攀枝花市国有4A级及以上旅

游景区实行“门票买一送一”，国有4A级以下

旅游景区门票全免的福利政策，并对在冬季

旅游期间浙江省文旅厅确定的通过包机来川

旅游的企业，给予不超过 230 万元的奖补

等。 （章 琳）

“水韵江苏”
今从“浙”里出发

12月18日，一首《我在江苏等着您》在杭

州千年古运河畔唱响。为进一步提振旅游市

场消费信心，预热即将到来的“元旦”“春节”

假日旅游高峰，加强与长三角兄弟省份的文

旅部门合作交流，江苏省文旅厅携带精选的

文旅产品来到浙江，通过“水韵江苏·从‘浙’

里出发”线上线下推介活动，向公众全方位展

示“水韵江苏”的独特魅力。

本次活动由江苏省文旅厅主办，浙江省

文旅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刁玉泉出席了该活

动。刁玉泉致辞中表示，在文旅发展复兴的

新机遇面前，两省将充分发挥区域对接优势，

加强资源共享，联手拓展旅游市场，共同助力

两省文旅产业高水平融合、高质量发展。

（章 琳）

云和村歌唱响共富大舞台
日前，“唱响奋进之歌 携手共富之路”

2022浙江省山区 26县村歌故事会颁奖典礼

圆满落幕，由丽水云和县文联组织报送、崇头

镇梅竹村创作表演的《云上五天》荣获 2022
年浙江省山区26县村歌故事会“十佳村歌故

事”。

据悉，该活动聚焦浙江山区26县，以“一

村一歌一故事”文艺形式，展现“强村富民”的

丰硕成果，分享诗水画山的美丽景象。下一

步，云和县将《云上五天》村歌故事节目制作

为云和梯田景区宣传片，向游客展示播放。

此外，结合送戏下乡、文化走亲等活动，进行

巡回演出等，用文艺的力量讲好共富故事，凝

聚奋进力量。 （叶珊珊 王晓晔）

两美丽村庄入选世界“最佳旅游乡村”

12月17日至18日，由浙江省文物局指导，浙江省考古

学会主办，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承办的 2022年度浙江

考古重要发现评选会，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在杭州

举行。全省各考古机构推荐了21个考古发掘项目进行现

场汇报。最终，长兴太傅庙遗址、仙居下汤遗址、宁波奉化

顾家庄遗址、杭州萧山祝家桥遗址、绍兴大湖头遗址、嵊州

下方山及周边墓群、杭州净慈寺遗址、临海延恩寺宋墓、温

州朔门古港遗址、龙泉亭后窑址 10个考古发掘项目被评

为“2022年度浙江考古重要发现”。

据悉，浙江年度考古重要发现榜单是根据考古发掘项

目的学术价值、发掘研究工作难度等因素综合评估而定

的。本次入选的项目基本体现出2022年浙江考古工作的

重要性，具有较大的价值和意义。如仙居下汤遗址首次发

现好川文化水田，为了解当时的稻作农业和水田管理提供

了重要实证；杭州净慈寺遗址对研究古代寺院建筑和“五

山十刹”建筑形制，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温州朔

门古港遗址是近年来我国港口考古、城市考古的重大收

获，填补了国内外海丝港口类遗产的空白，堪称海丝申遗

的经典样本和支撑性遗产。

（康梦琦）

年度浙江考古十大重要发现出炉年度浙江考古十大重要发现出炉

12月 18日，嘉兴桐乡濮院在地艺术项目作品展在濮

院时尚中心展出，该展览旨在用影像讲述不同年龄濮院人

的故事。浙江传媒学院美术馆馆长、摄影师、策展人傅拥

军介绍：“纽扣和纱线是毛衫制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配件，

体现的是濮院元素，透过这些纽扣和纱线在墙面多彩颜色

的变化，更能显示出濮院的时尚感。”

濮院时尚小镇在地艺术项目拍摄了一组 1~100岁的

濮院人，用影像讲述不同年龄的濮院人的故事。此次展览

特邀濮院本地知名摄影师苏惠民参与，特地开设了《濮院

四十年》栏目，记录了从上世纪 80年代到今天的濮院，从

改革开放到毛衫产业快速发展再到古镇开发等，苏惠民用

他的相机记录下了这 40余年濮院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

化，让参观者看到了充满历史细节的濮院旧时光。傅拥军

也细心地在这个展览中嵌入了古镇元素，用几块古色古香

的木板拼凑成了照片的背景墙，让濮院历史渗透整个展

览。 （杨 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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