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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与城镇，山水与广厦，绘就出萧山数十载

发展的文旅脉络。

近几年，特色乡村品牌已成为萧山文旅撬动乡

村旅游发展的有力杠杆。乍暖还寒，让我们“乡”约

萧山，感受萧山乡村旅游新活力。

河上镇探味
第十五届东山年糕节即将开幕

河 上 镇 东 山 村 将 于

2021 年 1 月底举行第十五

届东山年糕节。今年年糕

节现场，游客不仅能体验打

年糕、品年糕、做年糕猪头、

抢糕花、祝愿“年年高”等传

统民俗项目，还能“解锁”写春

联、送福字等“年味”活动，及观赏

背马纸箩伞等非遗项目。

接近年末，年糕节上少不了“赶集”。在年货集

市上，游客可以购买农家酱鸭、腊肉、腊香肠、土鸡

蛋等土特产，还可以参观旗杆墙门听古琴演奏，爬

道林山远眺河上风景，挖冬笋体验农事乐趣，品尝

农家十碗头，探寻舌尖美味。

楼塔寻乡愁
体验萧山明清古建群

古韵楼塔，清水小镇。

楼塔古镇是一处集宗祠文化、中医文化、老街

文化、红色文化、书画文化等多种文化展示体验于

一体的综合性景区。古镇街巷内溪水环绕，古宅错

落有致；古镇深处，先贤古迹处处可见。景区内的

楼曼文纪念馆、楼英纪念馆、李可染画院楼塔艺术

中心等景点，无一不让游客驻足。

在楼塔，游客还可以欣赏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细十番，欣赏自明朝流传至今的宫廷雅乐。

镇上还有规模宏大的明清古建群，游客可以体验时

代印记，寻觅文化乡愁。

欢潭游古韵
看萧山样板村之美

这里山水靛蓝、竹林摇曳，这里茶田碧浪、清泉

流淌，古韵味十足。这里是欢潭村，是萧山众多美

丽乡村中的一个样板村。

欢潭村是一个有近千年历史的古村落，村落四

周均遗留着文化地标。这里流传着岳飞引军笑饮

欢潭水的美丽传说，保存有完整的古建筑群，伫立

着老洋房、务本堂、二桥书屋等历史建筑，传承着

“耕读传家崇五义，正身务本继遗端”的文化精髓

⋯⋯

浦阳制官窑
体验古镇制瓷乐趣

在浦阳镇灵山村，村内山清水秀，寺庙、宗祠、

古戏台星罗棋布，自然和人文资源相得益彰。村

内，一颗艺术明珠熠熠生辉——它就是郦氏南宋官

窑工作室。南宋官窑居宋代五大名窑之首，是我国

陶瓷艺术的顶峰。

深入工作室，市民游客可以和家人一起，来体

验亲子陶泥制作等多种形式的艺术体验项目，感受

亲手将泥土变成瓷作品的独特乐趣。

戴村玩户外
打卡郊野运动特色项目

在萧山乡村，市民游客不仅能游传统乡村，品

古老年味，还可以拥抱郊野。近年来，“郊野运动小

镇”戴村镇立足自身优势，以运动休闲为特色，以体

育产业发展为载体，把深厚浓郁的体育文化氛围与

旅游、运动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

在戴村镇，20 公里森林骑行道、80 公里国家登

山健身步道、1 万平方米天然泳池已全部建成并投

入使用。未来，戴村郊野运动特色项目将不断完

善。截至发稿前，云石滑翔伞基地、三清园户外运

动公园、高空秋千乐园、云山峡谷玻璃漂流等项目

纷纷落户。

近年来，戴村镇已成功举办山地马拉松赛、山

地越野赛、国家登山健身步道联赛、全国航海模型

公开赛等赛事活动，吸引了全国乃至全世界户外运

动爱好者前来。

湘湖赏红杉
漫步色彩斑斓的世界

寒冬已至，水杉林的红色愈显火热。如今，杭

州人在湘湖就能欣赏水杉美景。

游客沿着湖畔漫步，长存的绿、落叶的黄、杉林

的红，各种颜色尽收眼底。从岸边看去，五彩斑斓

的水杉林与湖水交相辉映，让人难以忘怀。

眼下正值湘湖水杉林的观赏季，快和家人一起

来看曼妙的水杉林吧！

湘湖赏红杉、河上打年糕 萧山乡村游焕发新活力湘湖赏红杉湘湖赏红杉、、河上打年糕河上打年糕 萧山乡村游焕发新活力萧山乡村游焕发新活力

今年10月，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出台了《浙江省

文化和旅游 IP 综合评价指南》（试行），11 月下发了

《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关于开展文化和旅游 IP 创建

工作的通知》，12月中旬，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会同

专家组，从全省上报的177个IP申请中精选出了20

个左右具备示范资格的文旅IP。对于很多人来说，IP

是一个热词，却并不清楚到底什么是文旅IP。浙江省

文化和旅游厅产业处相关负责人表示：文旅IP是“文

化和旅游IP”的简称，狭义的文旅IP是指在文化与旅

游要素融合下，文旅企业和产品的品牌形象；广义的

文旅 IP 指的是文化与旅游要素融合下，具有文化特

质、品牌内核、独特价值体现的知识产权体系。通俗

点说，文旅IP要有产业价值，要有乘数效应。

“炉传三百世，饼香五千年”的缙云烧饼，2019

年在全国开张了7000多家门店（点），全年产值达到

22 亿元，同比增长 22%，从业人员达到 1.9 万人；能

与熊本熊 PK；卖萌的嘉善大云吉祥物云宝，和网红

品牌菲诺联手打造了联名款椰子冻，在直播间上线

销售 5 分钟即售卖 89767 份，实现收入 484 万余元；

2019年度，宋城演艺实现营业收入261,175.32万元，

通过“宋城”和“千古情”两大品牌，创造了世界演艺

市场的五个“第一”：剧院数第一、座位数第一、年演出

场次第一、年观众人次第一、年演出利润第一⋯⋯这

些创新的文化符号和品牌形象，着眼于市场新需求，

或依靠新技术，或创新新形式，迅速抓住了人们的眼

球，从而提升了相关产品的附加值，带来可观效益。

此次我省文化和旅游 IP 创建工作专家组组长、

浙江工商大学文旅 IP 研究中心负责人易开刚向记

者介绍，评价一个文旅IP需要4个维度的指标：独特

性、应用性、价值性和传播性，这四个指标下面，还被

对应细分出的创新性、文化基因、经济价值、传播效

果等 13 个二级评价指标。他表示，文旅 IP 是推进

文旅融合及产业发展的重要抓手和新的突破口，如

何找到文化和旅游更好的结合方式是关键：“美国迪

士尼从一家动画公司发展出了主题乐园，各种卡通

角色也都被打造成文创产品，这就是文旅融合的典

型范例。像良渚古城，我们之前都把它当作旅游景

点，实际上它具有非常广泛的 IP 价值，文创、影视

剧、周边等延伸产品都是今后的发展方向。”

未来，浙江的文旅 IP 还将建立“储备一批、培育

一批、创建一批、认定一批”的梯次推进工作机制。

“对于认定为省示范级的 IP，各地市应该统筹安排

资金加大扶持力度。”易开刚还表示，创建文旅 IP 要

能够促进品牌打造、效益转化、产业发展和文旅融

合，要防止过多过滥。此外在加大营销推广、提高文

旅 IP 曝光和输出的同时，还要需进一步引导加强文

旅 IP 运营主体加强对其专利、商标、著作权等知识

产权的归属和保护意识。

本报记者 周丰/文 视觉中国供图

玉鸟、玉琮、神人兽面、三叉器⋯⋯这些图形作为良渚文化的标志性图案已经被我们所熟悉。但是，它

们不仅仅是展示的文物，它们还是鼠标垫、首饰、游戏元素、小说细节⋯⋯一个庞大的的IP打造计划正围绕

着“良渚古城遗址”展开，内容包括300多个商标的注册，工艺品、服饰、箱包、首饰、文具等在内的460余款

衍生文创产品的研制，交响乐的巡演，游戏开发上线，研学课程推广等等。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近几年，开发独特的文化与旅游资源，从而推动相关产

业持续升级，已经成为各地旅游业提升自我竞争力的关键所在。在文旅融合的背景下，文旅IP成为业界探

讨与关注的热词。

会讲走心故事、也可化身舌尖导游、还能“萌”生爆款

浙江要培育的省级文旅IP
究竟长啥样

良渚古城遗址公园良渚古城遗址公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