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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RI LONGYOU

请人民阅卷

大干项目当龙头 蓄势待发争上游
———龙游县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纪实

近日，浙江省旅游专班公布了 2021年度山区 26县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实绩评价前 10名，龙游县榜上有名。 按照
省级相关政策规定，我县将享受约 100亩规划建设用地指标奖励和相关政策措施的扶持。 这意味着，全县旅游业高质
量发展步入新的发展阶段。 相继成功创建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县、文旅产业融合试验区、省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
区，连续三年入围“全国县域旅游综合实力百强县”……这是龙游交出的厚实答卷，同时滋养着满城风华，在衢江、灵
山江畔，在红木小镇，在六春湖上，一幅文旅逐梦共富的曼妙画卷正缓缓铺展开来。 （通讯员 方俊 范磊）

产业发展，规划先行。 我县成
立旅游专班，围绕 95 联盟大道、衢
州龙之梦旅游度假区、凤翔洲水文
化公园等旅游项目建设，开展会商
研判，盯紧问题找差距，锚定目标
抓落实，为顺利推进重大项目建设
等奠定坚实基础。 我县先后编制
《龙游县关于加快推进旅游业高质
量发展的实施方案》《龙游县文化
和旅游发展“十四五”规划》《姜席
堰世界水利灌溉工程遗产旅游区
规划》等系列文件，这些含金量十

足的方案，是龙游旅游业高质量发
展的行动指南， 为龙游文旅事业、
产业发展明确了方向、目标、措施。
我县还充分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
将全域旅游、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纳
入县委、 县政府综合目标考核内
容，对相关部门以及 15 个乡镇（街
道）进行专项考核，营造了全县比
学赶超、齐抓共建的浓厚氛围。

依托龙游石窟洞内天然音乐
厅的独特优势， 我县连续两年与浙
江省文化和旅游厅共同举办龙游石
窟音乐盛典、 音乐学术研讨会等系
列活动，引入国际顶尖音乐人团队，
激发龙游石窟的新活力和文旅融合
发展的新动能，打造“一带一路”原
声音乐品牌 IP和“诗画浙江·衢州
有礼”文旅金名片。 在龙游石窟发现
30周年之际，我县举办了以“龙游石

窟三十载，时光倒流回千年”为主题
的龙游石窟发现 30周年庆暨“基因
解码工程”启动仪式等系列活动。

目前，全县多个项目正在火热
施工：在城东，占地 188 亩的公共
文化服务中心已初现雏形，这是一
座集综合指挥、便民服务、文化艺
术、体育活动等为一体的综合性服
务项目；毗邻龙游民居苑的县博物
馆，4A 级景区创建正在加快推进，
当现代感十足的建筑搭配贴近游
客需求的各式公共配套，游客享受
到更为优质的游览体验。“完善公
共服务是促进文旅融合、乡村振兴
战略的必答题，龙游一直在探索与
实践，不断增强全域旅游公共服务
能力， 持续打造良好的旅游环境，
满足游客与日俱增的消费需求。 ”
县文广体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干大项目激活高质量发展动能

规划保障奠定高质量发展基础

文旅融合
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位

一池春水漾生机， 地处龙南山区的溪口
老街， 正上演着从热闹到沉寂再到复兴的神
话。 作为全省首批未来乡村建设试点，溪口在
短短几年时间里， 通过一系列的风貌提升等
举措，陆续打造了特色乡村艺术馆、大师工坊
等“网红”公共文化空间，实现文旅产业跨越
式发展。 沿着老街一路漫步，琳琅满目的特色
美食不仅让游客饱了口福，店家也鼓了腰包。
卖豆腐丸子的方琳面带微笑地说， 自己今年
开了分店，年初六春湖下雪，赏完雪的游客到
老街转转，吃碗豆腐丸，仅两天就差不多把分
店的租金赚回来了。 同样的场景还出现在詹
家镇浦山村，徜徉于多姿多彩的“童话世界”，
游客享受到不可多得的视觉盛宴， 这份独特
韵味，吸引四方游客纷沓而至。 该点位还与团
石村、 溪口未来社区等也荣幸地成为今年全
省“千万”工程现场会的参观考察场所。

以文促旅、以旅彰文，这是龙游正在奋力
谱写的具有本土特色的文旅融合发展新曲
目。 本着“宜融则融，能融尽融”的原则，龙游
稳步推进文旅 IP 打造、 文化场馆景区化建
设、传统文化弘扬传承等改革进程，助推文旅
融合逐步迈上快车道。 一批文旅品牌正在传
承开发，龙游与浙江工商大学共建“浙江龙游
商帮研究中心”，开启龙游商帮文化品牌打造
工程，推进龙游商帮品牌 LOGO、文化特色文
创产品、小吃品牌设计推广，设立龙商码头书
屋，建设龙商会馆和主题展示馆；与此同时，
深化文化基因解码，盘活传统文化优势资源，
目前已完成 19 个重点文化元素解码，龙游商
帮、皮纸、姜席堰、石窟等耳熟能详的品牌被
评为优秀解码项目。

“文博融合”也在龙游渐入佳境。 县博物馆
自 2020年开馆以来，除提供藏品及文化展示之
余，还为制作体验、文化展示、研学旅游等提供
了新功能和空间。 龙游还在致力做活做好“古”
的文章，将古村落、古街道保护与文化、旅游、康
养等产业相结合，经过一番巧妙设计，不少古村
落、古街道呈现不同风姿：湖镇老街修旧如旧，
满目带着浓郁的复古韵味； 溪口老街临江而
立，青砖黛瓦间蕴含浓浓乡愁；泽随古村静谧
祥和，有着最原始的恬静生活。

以水上运动、 露营为代表的新业态在龙
游呈现腾飞的势头。 风光旖旎的团石湾畔，游
客不仅可以看美景， 还能体验新的玩法，“夏
天玩水上项目，冬天上岛露营。 ”把大本营建
在龙游瀫日月滩的龙游骏和水上运动俱乐部
负责人刘玉坤说，今年盛夏，骏和客流量达 3
万多人次， 营业额 200 多万元，11 月前半个
月，一到周末，船屋、亲子套房和蒙古包就被
预定一空。“我们把基地选在龙游，这步走得
很对。 ”刘玉坤面带喜色地说。

今年 10 月份， 层峦叠翠的六
春湖见证了衢州龙之梦旅游度假
区项目的盛大开工， 它的破土动
工，打响衢州四省边际全域旅游桥
头堡建设的重要一枪。其总投资约
100 亿元、 总建筑面积约 95 万平
方米，坐落于风光秀丽的六春湖景
区，横跨龙游、衢江两地，分山上滑
雪场、山下主题娱乐、龙之谷三个
片区，涵盖度假酒店、户外滑雪、水
上娱乐、动物园、演艺等业态内容，
是当前衢州市投资规模最大的旅
游项目之一。省文化和旅游厅相关
负责人表示该项目具有重大的引
领性意义，有助于带动衢州文旅产
业投资及高质量发展。

“龙之梦”是龙游狠抓旅游项
目、扩大有效投资的一个缩影。 近
年来，我县围绕“干大项目、大干项
目”思路，立足独特的区位优势，用
足本土特色的资源禀赋， 坚持聚精
会神抓项目、一心一意谋发展，在旅
游业蓬勃发展的关键时期， 大干快
干、奋勇争先，工作硕果丰盈。 今年

全省重大文旅项目集中开工仪式暨
衢州重大文旅项目集中开工仪式在
龙游召开。2021年，我县推进文旅项
目建设 33个， 项目总投资 49.17亿
元，完成投资 66 亿元，文旅项目投
资综合评价指数得分 80.76 分，在
全省山区 26县位列第一。

龙游牢牢牵紧重大项目“牛鼻
子”，积极打造以红木小镇为“龙头”

“两江”沿线优质资源和重大项目为
“龙身”、 六春湖旅游度假区为“龙
尾”的“龙”形美丽经济带、幸福产业
带，并取得较好成效。 红木小镇连续
5年被省政府评为优秀特色小镇，业
态布局和产业配套逐渐完善； 六春
湖冰雪运动公园、桃源尖露营基地、
度假酒店等项目稳步推进并入围全
省第二批“名山公园”；龙山运动休
闲旅游区、大南门历史文化街区等
10 大“龙身”文旅项目发展态势良
好； 在姜席堰成功申遗的基础上，
龙游荷花山遗址公园、龙游石窟的
申遗步伐也在加快。

龙游正强力锻造 95 联盟大道

上的“诗和远方”，它是贯穿联通浙
闽赣皖四省的旅游交通项目，龙游
自始至终火力全开，陆续开启旅游
驿站建设、沿线环境整治和风貌提
升、道路“白改黑”等工作，下足绣
花功夫持续做好沿线景观质量和
公共配套提升，受到游客的广泛好
评，现在不少驿站已成为小有名气
的网红打卡点，比如风景如画的团
石湾摩道驿站、移步即景的泽潭揽
胜驿站等，95 联盟大道自驾游线
路被浙江省文旅厅评为全省诗路
精品旅游线路。

龙游精心实施“微改造、精提
升”行动，在一番巧思妙用下“化腐
朽为神奇”， 让原有的空间功能重
置，焕发新的生机。 2021年度我县
列入“微改造、精提升”全生命周期
项目管理系统项目 241 个，打造了
45 个示范点项目， 项目投资 5.23
亿元，实际完成 5.54 亿元，投资完
成率 106%，经“微改精提”的妙笔，
龙游全域扮靓诗画颜值，“席地而
坐”“悦心而游”从理想照进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