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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诊人】【接诊人】

12月22日，杭州绕

城西复线建成通车。

交通的愈加便利，让这

个省级美丽城镇的样

板，迎来从山水名镇到

文旅高地的又一个黄

金发展期。

楼塔镇文化资源

丰富，拥有古镇文化、

名人文化、中医药文

化、红色文化等。编撰

了集明朝以前医典精

华之大成的《医学纲

目》的楼英，不仅是明

代名医，也是楼塔“图

腾”，被当地称为“太

公”。近年来，楼塔深

挖楼英文化，成功申报

相关非遗，新建纪念

馆，打造楼英故里文旅

IP。

除 了 医 药 文 化 ，

有“篮球之乡”美誉的

楼塔还拥有 200 余支

篮球队，赛事不断，百

年白墙黑瓦和激情篮

球异常和谐。医药文

化+篮球运动的健康

生活，在楼塔深入民

心。

此外，楼塔积极发

展新兴产业集群，引进

了知名艺术培训机构6

家，入驻师生 2500 余

人，其中万松岭画室每

年 可 培 训 千 余 名 学

生。楼塔还以“一园多

点”模式，打造燕归里

文创产业园，引进杭州

徐双喜艺术馆(萧山)，

为全镇打造艺术培训

基地奠定基础。

坐拥丰富资源的

楼塔如何挖掘独有潜

质？考察期间，专家们

准备了“烹制”两道文

旅大菜的好料。

【问诊人】

楼塔镇

本报记者 周丰

12 月 23 日，杭

州萧山区楼塔镇。

凌厉寒风盖不

住热烈气氛，在“浙

里绿——乡村旅游

面对面”字样的电子

大屏下，一场关于文

旅破局的头脑风暴

正在进行。台上专

家侃侃而谈，台下不

时 发 出 热 烈 掌 声

⋯⋯当日上午，楼塔

镇党委书记袁勇刚、

楼塔镇长王大林等

区镇干部和来自各

村的书记及企业代

表济济一堂，聆听 8

位文旅专家围绕楼

塔文旅发展的见解。

这场由浙江省

乡村振兴与乡村旅

游应用技术协同创

新中心、浙江省文化

和旅游发展研究院

主办，萧山区文化和

广电旅游体育局、萧

山区楼塔镇人民政

府承办，钱江晚报媒

体 支 持 的 论 坛 ，是

“浙里绿”系列论坛

的第二期。“论剑”楼

塔文旅未来方向，大

家有说不完的内容、

举不完的案例。智

慧与激情的激烈碰

撞，让与会代表受益

颇多。

山光水色，人文丰富，楼塔古镇旅游如何做

瞄准康养和艺术，建设杭州文旅名镇
名医文化+“篮球之乡”
打造康养目的地
资源得天独厚

在论坛现场，正在楼塔东纪

坞水库打造铁皮石斛基地的民企

正德农业，提出希望结合现有资

源升级中医药康养基地，形成中

医药与康养联姻的想法。

在浙江，以国医国药来打造

文旅产业的地区并不多，而楼塔正

好手握优势资源。陈良敏认为，以

楼英为特色切入点，打造规范的健

康养生旅游基地很有必要。他提

出了四点建议：完善医药康养的宣

传设施；开发康养保健为核心的旅

游产品、线路、体验；利用好楼英知

名度，定期举办全国性中医药研讨

会；融入艾灸、足浴等服务，带动相

关产业发展。

“文化+国药，既能形成健康

养生的理念，也能成为游客来楼

塔的旅游动因。”

发展特色中医药旅游康养产

业，张文建也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中医药产业除了经济价值，还有

潜力巨大的文化价值、生态价

值。楼塔需要转变目前主要服务

原住民的业态，把优势资源集中

起来，围绕一项主营业态打造主

题化、场景化、活动化的旅游集散

地和品牌展示地。”

徐云松从楼塔的传统药膳

——“仙岩本鸡”打开话题。他认

为，可以通过石斛为基础继续做深

加工，延伸开发养生产品线，从营

养品、食品到艺术品，在产业链上

做文章。“让政府和百姓看到实实

在在的经济效益后，进一步做大做

强才有希望。”

汪衍君则以一个村支书的实

操经验，为楼塔开出了药方：“楼

塔不妨扩大篮球赛事规模，通过

宣传健康文化增强游客吸引力，

通过打造篮球文创丰富楼塔康养

健康文化内核，使全民篮球产业

链效益更多元化。”

高辨识度+美术画院
文化艺术传习地
活力留住人才

楼塔古镇景区规划建设得很

漂亮，但是游客不多。这和景区

业态单一、缺少体验式文旅项目

不无关系。王信章给出了一剂

“药方”：学会“穿衣戴帽”来提高

自身辨识度，不妨打造特色的可

识别视觉系统。他例举了每年春

天都会上热搜的杭州高架路月季

花，“楼塔可以尝试在小巷、河道

两旁种植花草、月季，凹出各种造

型，让游客眼前一亮。这除了专

家、政府规划设计，还要全民配合

参与。”

人气和名气，是景区发展的

两大要素，而文化是重要抓手。小

镇有了正在发展的美术培训产业，

如何发挥更大产业效用？徐云松

觉得，培训学校那些考上了名校的

学生，可以为小镇赋能，“楼塔可

以收购他们的作品，定期举行展览

会、拍卖会聚集人气，有形无形中

都有一定的溢价空间。”

把乡间烟火气留在画中，打

造以艺术研学为主题的美丽乡

村，是林荣斌的建议。“从发展产

业来说，楼塔可以更具包容性，敞

开胸怀接纳学画的‘新村民’，邀

请他们把心目中的楼塔画下来，

购买后放置大街小巷，不仅美观

镇容，也能提高百姓审美。心美

景美，游客自然就多了。”

“乡村研学、古镇文旅”。在

大同二村，一座名为“大同小驿”的

研学基地已基本完工，相关的农耕

研学项目也启动在即。在叶乐安

看来，研学还可以和中药、艺术挂

钩，打造本地特色，由熟悉课程的

学校老师和熟悉本地资源的村民

协作，教育的效果会很好。

无论是研学还是旅行，温馨

亲切的住宿都能打通乡村“任督

二脉”，留住远方的客人。

在刚刚完成美丽乡村建设的

大同一村，村民们对开办民宿兴致

高昂，但对于建设时要应对哪些困

难和寻找推广着力点心中没有

底。叶丽琴理性分享了自己的经

验——人才和原住民是定不能错

失的两类人。“做民宿不仅需要优

秀设计师，让建筑‘外看五千年，内

看五星级’，还要跳出房屋延伸产

品和服务，增加特产附加值，这就

需要原住民的帮助了。”

一支画笔+一颗篮球，是楼

塔人送予专家的礼物，而在主持

人徐云松眼中，它们组成了一道

“数学公式”：“画笔描绘美好，篮

球 带 来 健 康 ，组 成 了‘1’和

‘0’——十分，相信只要楼塔抓

住文化这个最基本、最深沉、最持

久的力量，未来一定可期。”

2020.12.25 星期五2020.12.25 星期五 2727

QIANJIANG EVENING NEW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