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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有我

扫一扫，看开

园 首 日 现 场

视频。

打卡良渚古城遗址公园，昨日见报的《良渚有我》特

刊已经送出了一份强大的攻略（详见昨日 12 版，或扫旁

边二维码提取）。

不过，做攻略肯定越详细越好。钱报记者两天体验

下来，总结了一些经验，再次分享给大家。

必备遮阳帽、伞、垃圾袋
良渚古城遗址公园的地下，埋的都是 5000 年前的文

明，为了最大限度保护文物，公园内的植被是以浅根系的

地被型植物为主，缺乏高大遮阴的树木。所以，夏季去公

园游览，首先要做好防晒工作，太阳帽、遮阳伞必不可少，

防蚊水最好也带上。

公园目前开放区域约 3.66 平方公里，有半个西湖那

么大，整个游园过程可能需要2~3小时。所以，游客可以

自备一些干粮和水。此外，公园内一共设置了南入口、考

古体验区、雉山、反山和大观山 5 处服务点，可以买到饮

品和简餐。

服务点里设有卫生间和垃圾桶，其他地方就很少见

垃圾桶了，建议大家随身携带垃圾袋。

不过，游园全程都是乘坐观光电瓶车的，景点到

站后步行距离十分有限，完全不用担心需要冒高温暴

走。

如果有腿脚不方便的老人，公园南大门的访客中心

可以租借到轮椅，大件行李也可以寄存。

精华推荐路线了解一下
公园开放时间为每天9:00至17:00，一定要提前在网

上预约门票，如果当日预约 3000 人名额已满，即便你人

到了公园门口，也是买不到门票的。

在 7 月试运营阶段，公园免费参观。8 月 1 日起，公

园将正式收费，全价门票是 80 元（其中 20 元为观光车

费），并针对不同人群有优惠。

公园提供定制讲解服务，价格为100元每 10 人/次，超

过 10 人则需重新聘请一名讲解员。公园南门访客出入

口还提供讲解器租赁服务，每次20元。

电瓶车每5分钟发车，沿途停靠的站点有陆城门、南

城墙、钟家港、东城墙、雉山、莫角山、反山、凤山、大观

山。如果每站都下车，可能游半天都不够。比较推荐的

精华站点是陆城门、钟家港、莫角山和反山。

还有几点提醒，临近饭点，公园观光车的等待时间可

能会变长，请大家把握好参观时间。最后建议先逛良渚

博物院，再逛公园，相当于先做了功课。

打卡古城遗址公园
防晒防蚊很重要

昨天，良渚古城遗

址申遗成功的次日，也

是良渚古城遗址公园的

开园日。上午 8 点，这

个“每一寸土地下都埋

着文物”的公园，迎来了

它试运营后的第一批正

式游客。园内气氛就如

当天的气温，一路飙升，

热烈且兴奋。

钱报记者打听到，

“良渚古城遗址公园”微

信公众号也于当天开启

预约，一个上午，7 月 8

日至 13 日的预约名额

已经过半，7 月 13 日的

3000个名额一抢而空。

相隔不远的良渚博

物院昨天也人头攒动，

人流量远超平日客流。

而在这两处现场，

昨天出街的钱江晚报良

渚古城遗址申遗特别报

道也火得不行。1000

份16个版的特刊，送进

良渚古城遗址公园和良

渚博物院不到半天工

夫，就被分抢一空。

千份钱江晚报良渚申遗特别报道分发一空，游客争相打卡“成为良渚王”小游戏

我们送给良渚的礼物，大家都很喜欢
本版撰稿 施雯 汪佳佳 陈宇浩 陆芳 庄小蕾

裘晟佳 林梦芸 俞跃 通讯员 吴思娴

良渚古城遗址公园
游客纷纷打卡网红小游戏

背着书包、单枪匹马连夜坐了5个多小时火车，湖北人老洪昨

天一大早从杭州火车东站附近宾馆出发，先坐地铁到良渚，再转公

交，来到良渚古城遗址公园，很幸运地成为第一批入园参观的游

客。

老洪74岁了，7月6日他看到良渚申遗成功的新闻后，就来了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打开报纸，老洪一页页翻得很慢：“你们的报纸，记录得好全

呀，我要好好保存。不仅有申遗现场直击，还有良渚遗址公园的游

园攻略。我要先看看攻略那个版，真是太有用了。”

不止老洪，这份特刊成为很多游客手中的“良渚攻略”。

从外地赶来的王女士一口气拿了五六份，她有点不好意思，

“这个报纸我能多拿几份吗？我想带回去分给朋友们看看。”

“昨天好不容易才平复下激动的心情。今天一看到你们这份

特刊，心情又被勾起来。”志愿者陈中柱说。

除了这份“良渚有我”特刊，钱报出品的良渚小游戏“成为良渚

王”也备受欢迎。

钱江晚报特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方向明——他不

光是考古专家，也是考古画家，用线绘的方式，将古代良渚人的生

活画成了八个片段，独家解读这个“神王之国”的秘密。我们将他

的画设计成了小游戏，让你穿越回 5000 年前的良渚，体验良渚人

的生活。

昨天，当“成为良渚王”的人型立牌进驻到遗址公园的各个点，

一下子成了“网红”，有的摆造型打卡合影，有的扫二维码进入游戏

玩得不亦乐乎。

“这个游戏页面蛮好看的，手绘特别有意思，玩下来还学了不

少知识。”从滨江来的张女士抱着女儿玩了两遍游戏，终于成为了

“良渚王”。

良渚王人形立牌将在公园内四个人流量集中的点（考古体验、

雉山、反山、南大门）展示一周，欢迎前来打卡今夏最有排面的网红

小游戏。

良渚博物院
本报特刊被赞“值得珍藏”

昨天上午9点，良渚博物院开馆，早早就有市民在大门口排起

了长队。其中，一早从杭州城西赶过来的张阿姨，是第二次来良渚

博物院了。

她是文化系统的退休职工，对良渚文化一直很关注，3年前就

来参观过。“申遗成功了，但我觉得责任更重了。文明从我做起，每

个人都可以为保护良渚出一份力。”

88 岁的钟老先生今天刚好迎来生日，由家人推着轮椅来参

观。老爷子兴致勃勃地接过钱江晚报，一边翻阅一边比着大拇指

连连说：“中国之光，世界之光。”

张文宁是台湾同胞，现在是良渚文化村的村民，因为英文

好，成了良博院的志愿者，做英文讲解员。“在村里住久了，对良

渚文化的了解也越来越深。现在良渚申遗成功了，会有世界各

地的游客慕名而来，我要和更多的人分享大美良渚。我以为自

己知道得已经不少了，读了你们的特刊，了解才又深了一点。我

最喜欢手绘图揭秘良渚人的一天，很形象地告诉我 5000 年前良

渚人是怎样生活的。下班后我还要认真再读一遍，这份报纸也

要好好珍藏起来。”

来自韩国高丽大学考古系的研究生丘东根和林孝珍，把这次

暑期中国行的第一站定在了良渚。他们前一天才抵达中国，第二

天就来参观良渚了。

“之前对良渚了解不多，是我们的教授推荐我们来的。听说世

界顶级考古学家伦福儒也来过良渚古城，所以这次一定要来看

看。”丘东根说。林孝珍拍了很多良渚的玉琮、玉璧，“良渚的玉器

很有意思，我很喜欢。”

在“结语”展厅，钱报记者碰到一位上海阿姨。她手里拿着一

份特刊，“我已经把你们报纸仔细看了一遍，写得非常好。”她说，当

天是住在临安的儿子开了一小时车，带她来良渚看看，“这里环境

太好了，又那么有文化底蕴，真想住在这里养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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