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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朝阳

旅游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旅游

的灵魂，旅游的本质是消费山水背后

的文化附加值。在新消费时代，大众

旅游消费结构也在朝着个性化、品质

化的方向升级，从“到此一游”到注重

旅途体验，从跟团游到自由行，这些改

变充分体现出游客对文化消费的深层

次需求。今年是文旅融合走向纵深之

年。浙江省以坚持“四条诗路”为重点

推进“大花园”建设，永嘉县以锁定“长

三角一流的山水田园休闲度假旅游目

的地”为目标，以“12310”为发展路

径，全力打造永嘉旅游“升级版”。如

何将永嘉县独有的文化资源和得天

独厚的山水资源有机结合、相得益

彰，如何通过文化极致创意来提升旅

游的内涵和质量，开创文旅融合发展

新局面，这是永嘉县当前面临的一个

重要而紧迫的课题。

永嘉文旅融合的现状
及短板问题

近年来，浙江省永嘉县文旅融合

发展进一步加快，该县旅游的知名度、

影响力持续增强。主要凸显以下三个

方面：

一是有优势。浙江省永嘉县是千

年古县，人文底蕴深厚，旅游资源丰

富，楠溪江自然禀赋得天独厚。山水

诗、永嘉学派、非遗文化、古村文化、瓯

窑文化、红色文化等在这里交相辉映。

二是有态势。当前永嘉县旅游发

展势头良好，2019 年，共接待游客

1561.25万人次，同比增长24.12%；景

区门票收入 1.04 亿元，同比增长

59.86%，首次突破亿元大关。永嘉岩

头镇丽水街、永嘉工艺美术创意园、三

江街道瓯窑小镇等一批特色文创园区

（街区）正进一步推进建设，文化消费

新业态正逐步丰富。在乡村振兴方

面，以文促旅、文旅融合已经成为鲜明

发展导向和实践探索。如岩坦镇着力

打造舴艋舟文化IP,推出“舴艋舟古韵

乡愁”游；云岭乡打造“诗驻岭头”文化

旅游节；茗岙打造“梯田开犁节”；碧莲

镇推进“古窑莲香”示范带建设，打造

“一村一诗”等。

三是有声势。永嘉县在“瓯江山

水诗路”建设方面起步早，目前有一定

的知名度，并取得阶段性成效。成功

举行2019浙江省诗路IP开发推进活

动暨楠溪江文化旅游节等系列重大活

动。获得“中国诗歌之乡”（全国第23

个、浙江第3个）称号，楠溪江风景区

被评为全省首批10个（温州唯一）诗

路旅游目的地。

在永嘉县文旅融合发展的进程

中，优势见长，而短板亦显而易见，主

要存在“有”与“缺”的失衡问题。站在

文旅融合的方位审视，不难发现以下

短板：

有文化缺转化。许多古村落包括

苍坡村、芙蓉村等，景点内容单一，既

缺乏故事和特色文创产品，又缺乏互

动、游乐等项目和消费新业态，都未能

很好地把文化优势转变为消费优势、

产品优势，“文”有余而“旅”不足，文化

与旅游的融合度及文化对旅游的贡献

度偏低。永嘉县虽有“中国长寿之乡”

美誉，但还未有效转化成康养经济、长

寿经济。

有概念缺理念。比如永嘉书院

“爱洛斯”云廊项目（高空冒险体验项

目），吸引了大量年轻人来挑战，保持

了较高的旅游热度。但目前还只虚

有“爱洛斯”（古希腊爱神，古罗马神话

称为丘比特）这个名号，许多人对“爱

洛斯”是什么并不了解，“爱”主题文

化深挖掘和系统开发不够，文化体验

感不强。

有盆景缺风景。在民宿发展和农

文体旅融合方面，永嘉县也有许多尝

试，“楠溪花开”的各类小型音乐会、

“君兰云上”让非遗表演融入民宿等。

但从全县面上看，总体发展水平不高，

在文化体验融入上相对匮乏，未能将

特色的文旅项目连点成面，形成业态

丰富、特色鲜明、市场强势的文化旅游

“全景图”。

有规划缺谋划。如夜游项目、演

艺项目等，规划引导上都重点提及，但

在实践操作层面推进较慢，项目支撑

不足。整体品牌营销、节庆赛演营销、

客源市场精准营销等策划方面，缺乏

“引爆效应”和持续吸引力；各景区之

间的内容、主题、项目同质化现象比较

普遍等。

提炼永嘉“SONG”文化
极致创意势在必行

针对永嘉县文旅融合发展存在的

短板和问题，结合实际，笔者从永嘉的

山水文化、非遗文化、名人文化、古村

文化、瓯窑文化等一系列旅游文化符

号中，提炼出“SONG”文化概念。

“SONG”既是“宋”字的拼音，也是“歌

唱、诗歌”的英译。并拟用“SONG”这

个概念作为永嘉县旅游的核心理念来

打造和极致创意，以此统领永嘉县文

旅融合发展。其中——

S：以“山水诗”为代表的“诗歌”

文化。

O：以“瓯窑”为代表的“瓯”文化。

N：以“南戏”（永昆、乱弹）为代表

的“戏曲”文化。

G：以“古村落”为代表的“耕读”

文化。

以上，“SONG”基本涵盖了永嘉

特色文化符号，与永嘉文化旅游高度

契合——

从永嘉（温州）的文化史高度来

看。无论苍坡、芙蓉、屿北等古村落，

还是永嘉学派、南戏故里及耕读文化，

在永嘉的核心体现都是宋文化。从某

种意义上说，宋文化达到永嘉（温州）

历史文化高峰。找准“宋文化”这个点

位，做足做精“宋文化”，实现传统文化

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符合永

嘉（温州）发展实际。

从音乐与诗歌、音乐与水的关系

角度来看。无论历史上还是现实中，

诗歌的诗（词）和歌是密不可分的。诗

是文学，歌是音乐。因此，瓯江山水诗

之路，既是诗词之路，又是歌曲（音乐）

之路。因此用音乐（SONG）作为核心

IP来统揽，非常契合永嘉对岩头“音乐

小镇”的打造。高山流水、山水清音，

音乐与“水”一样，具有流动性、韵律

性，润物无声，沁人心脾。可以说，楠

溪江的“水”就是天然的音乐。而且，

音乐在当下是独特的大众文化符号，

具有强大的市场号召力，实践证明，永

嘉“东海音乐节”的引入，带来了大量

人气和粉丝，影响力和品牌效应也越

来越大。这无疑是比较成功的。用音

乐赋能旅游发展，是一个非常有价值

的探索。

从“SONG”文化符号的独特性来

看。“SONG”，既强调了“宋”，又强调

“音乐”，寓意用宋+，音乐+赋能文化

旅游，为永嘉文化旅游插上两只“翅

膀”，形象生动，辨识度高，容易记忆，

便于宣传。

用“SONG”赋能打造全域
旅游“升级版”

“代表性文化”无素组合，集优势

于一体，万变不离其宗，通过精心打造

和极致创意，提升全城旅游品牌，从而

创成永嘉旅游“升级版”。在实践中，

笔者认为应重点抓住以下六个方面做

功，即：

以提炼“SONG”文化为核心，进

一步统揽永嘉文旅融合发展新理念。

做好“SONG”文化深度提炼和文化阐

释，强化核心 IP系统开发和整合营

销。如，关于“S”文化，既要突出“诗”

（山水诗）这一核心，又可以将“食”文

化（以麦饼为代表的饮食文化）、“寿”

文化（长寿经济、康养经济）、“十三军”

文化（红色文化）等进行系统开发。同

时，借力现代科技，促进文旅深度融

合，通过统一设计LOGO，打造永嘉专

属的文化旅游形象，在高速出入口、高

铁站出口、县城主入口等节点设计和

建造统一文化形象标识，将文化元素

融入城镇外立面改造，使之在更大的

时空范围内展示和传播，进一步提升

永嘉的城市和旅游形象。

以中国（永嘉）山水诗文化旅游节

（谢灵运诗歌节）打造为重点，进一步

打响楠溪江“中国山水诗摇篮”品牌。

全力推进“瓯江山水诗路建设”，致力

打造“瓯江山水诗路核心地”，擦亮“中

国山水诗摇篮”金名片。实施规划编

制、研究保护、旅游开发、全域提升、宣

传推广五大行动，推进诗路建设“九个

一”重点举措，努力打造诗路文化新高

地、文旅融合样板地、大花园建设示范

地，提升永嘉在全省“四大诗路”的影

响力、贡献度。定期举办中国（永嘉）

山水诗文化旅游节（谢灵运诗歌节）

和山水诗国际论坛，进一步提升知名

度、美誉度。做足诗歌文化，让诗歌

在各方面充分融入体现，让楠溪江成

为一条流诗的江（宋诗之江）。加强

谢灵运、陶弘景等核心文化IP开发，

推进诗路文化产业园（街区）、重点文

旅融合产业项目、诗路文化驿站、特

色诗村建设，促进诗路建设落到实

处。加大山水诗周边文创产品的开

发力度，创作一批以谢灵运、永嘉大

师、永嘉四灵等文化名人为原型的影

视作品。

以岩头“音乐小镇”打造为重点，

创新文旅融合方式，探索实践文旅消

费新途径，拟做精做优音乐文章。集

中精力打造楠溪江音乐小镇，统筹丽

水街音乐工厂、露天音乐广场、东海跨

年音乐节、音乐主题民宿等项目建

设。开展戏剧常态化进景区，引入市

场化演艺项目。设立音乐名家工作

室，让音乐唱响楠溪江。我们还可以

与结对的四川红原县合作，把东海音

乐节与红原县的雅克音乐节合作并进

行联动营销。还可以参考鹿城运用现

代手段推出的“诗画江心”和“音画碧

波湖”两台实景演出秀等，打造永嘉县

自己的实景演出，把具有较高辨识度、

最能体现城市个性的文化展示出来，

增强城市吸引力，从而提升永嘉的美

誉度、关注度和知名度。

以“永嘉学派和楠溪江宋文化研

究院”和“宋村”建设为引擎，做足做深

楠溪江“宋文化”。杭州有宋城、永嘉

有宋村，做足做深宋文化文章，打造宋

村是一个有效载体。可以结合永嘉全

境古村落资源，活态化打造新“宋村”

（江南第一宋村等概念）。从村落的修

缮、文化的植入、民俗的展现、产业的

布局等入手，建设大宋风情商贸街、

宋村文化区配套项目，将永嘉的传统

美食、故事等融入其中，打造永嘉版

的《清明上河图》，让人一入村就仿佛

穿越到宋代。并且可以在其中打造

不同“宋味”节庆，结合中国传统节庆

春节、端午、七夕、中秋、重阳以及元

旦等，针对不同的群体开展相关文化

（民俗）活动。如“到楠溪江、过大宋

年”（家庭）、诗歌节（文人）、鹊桥会

（年轻人）、楠溪赏月（大众）、登高(中

老年人)等，通过挖掘宋代文化、民

俗，让现代人体验先人的衣食住行玩

乐购。同时，以永嘉学派和楠溪江宋

文化研究院为龙头，加强宋文化与旅

游深度融合发展研究。建议研究院

成立及论坛时间，与丽水街重新开街

及东海音乐节串接在一起，并把研究

院成立作为音乐小镇打造的先导性和

引领性工程来抓，强化“宋文化”与

“SONG”（音乐）的联动互促。

以打造一批特色文化馆舍为支

撑，做精做美“瓯”（温州）文化特色文

章。比如，在瓯窑小镇，除了要做好

瓯窑遗址公园、瓯窑文化博物馆、瓯

窑大师工作室等项目的建设工作，还

要深挖瓯窑的文化底蕴，结合茶文

化、禅宗文化等，将罗东片12个村连

体打造成文旅融合的省级瓯窑小镇，

使之成为温州东瓯文化产业集聚区、

温州北岸城市后花园和“宜居宜游宜

业”众创空间。鼓励“驻村艺术家”落

户，鼓励民间建设书画院、乡村博物

馆、文化名家工作室等，使之成为永

嘉（温州）文化的一个宣传窗口。进

一步强化永嘉是瓯（温州）文化核心

地、代表地的发展理念，推广营销来

温州旅游必然要到永嘉（瓯窑小镇等

地）的理念和概念。

以招引文旅重点项目落地为重

点，全面提升永嘉文旅融合发展水

平。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把握

重点、精心策划、有效落地，加快推进

20大重点文旅融合项目落地。同时，

做好上级政策、市场主体的对接，精准

招引一批带动力强、市场潜力大的影

视、演艺、艺术等方面的新项目、大项

目。进一步扶持、招引一批成长型文

创企业，推进创意设计、工艺美术等文

创产业发展。进一步加强旅游宣传，

精心策划和举办各类节会活动，适度

开展文化和旅游“走出去”活动，包括

到境外宣传推介。定期组织开展全国

主流媒体永嘉行等主题外宣活动，加

强在各级媒体的宣传，有针对性在全

国主要城市投放有创意有新意的宣传

广告，进一步提高楠溪江文旅品牌的

知名度。

（作者系浙江省永嘉县委宣传部

部长）

（本版配图由浙江省永嘉县委

宣传部提供））

用用““SONGSONG””赋能文旅深度融合发展赋能文旅深度融合发展
————浙江永嘉县如何打造全域旅游浙江永嘉县如何打造全域旅游““升级版升级版””的调研与思考的调研与思考

岩头镇丽水街

“南昆”“北昆”不如“永昆”，50年代进京献演的国家级文化遗产永嘉县昆剧。 永嘉昆剧巡演乡村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