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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天一阁·月湖国家
5A 级景区创建工作启动，海曙区
成立由区长为组长、24 个职能部
门组成的海曙区 5A 级景区创建工
作领导小组，抽调精干力量集中办
公，顺利完成资源调查、总体规
划、目标制定、任务分解等工作；
2015 年，天一阁·月湖景区以同
批次最高分顺利通过全国创建 5A
级旅游景区资源与景观质量专家评
审，列入全国景区创建预备名录；
2017 年，天一阁·月湖创建国家
5A 级景区工作被列入市政府工作
报告。创建工作还列入了市委“大
脚板走一线，小分队破难题”抓落
实专项行动，市委常委、纪委书记
陈章永亲自挂帅督办，并第一时间
到景区调研走访。海曙区政府将其
列入重大攻坚项目，举全区之力，
紧扣每一个时间节点，按计划、有
步骤地推进各项创建任务。

为解决景区管理主体多元的问
题，2015 年 11 月，市政府设立宁
波市天一阁·月湖景区管理委员
会，授权负责景区建设和管理工
作。作为创建工作的具体实施单
位，海曙区对区内相关企事业单位
管理体制进行调整，为创建工作提
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建立天一
阁·月湖创建国家 5A 级景区联席
会议制度，每两周召开 1次，协调
解决具体问题。管委会多次组织专
家、规划设计单位、景评咨询公司
实地考察，梳理和评估现状，逐条
对照创建标准制定整改计划，形成
整改报告和整改意见书，梳理完成
8大类102项具体创建工作。

创建工作启动以来，天一阁·
月湖景区先后实施了天一阁广场及
月湖西区一期建设、天一阁博物馆
整改提升、月湖景区基础设施改造
和月湖水质提升工程。天一阁广场
的建设恢复了历史民居院落建筑原
貌，同时延续天一阁园林设计理
念，为游客提供良好的旅游配套和
休憩之地，也成为景区游客重要的
集散中心。正在实施的月湖水质提

升工程被列入“五水共治”范畴，
将对宁波的母亲湖进行一次清淤、
水质提升、水生态构建、绿化提
升、海绵体修复及智能化管理五大
工程，力争实现月湖水质由地表水
劣Ⅴ类提升至Ⅲ类，浅水区清澈见
底。

围绕 5A 级景区的创建核心任
务，建设期提升工程成为天一阁·
月湖创 5A 级的重头戏，内容包括
游客中心、旅游厕所、停车场、游
步道、绿化等的提升改造以及外
部交通标识、内部标识导览、智
慧旅游系统等建设项目。在天一
阁原有游客中心的基础上，海曙
区又加大投入，新建一处游客中
心，与天一阁实现功能互补，健
全了景区游客服务、医疗救助、
咨询投诉、视频监控等配套服务
功能；景区外部道路设置了 120
处旅游道路标识牌，景区内部设
立了 180 余个标识标牌和警示标
志；改造提升了 8 个 AAA 级旅游
厕所、3 个 AA 级旅游厕所；增设
了 景 区 城 市 家 具 和 读 书 服 务 体
系，便于市民和游客游玩休憩和
品味书香。开发建设景区官方网
站 和 微 信 公 众 号 ， 实 现 在 线 服
务、网上购票、信息查询等功能，
让游客进入景区游览更加便捷。

做好景区宣传和文化景观打
造，充分体现景区特有的文化魅
力和鲜明特征，设计符合景区特
质的 LOGO、VI 系统，明确景区
对外宣传形象，制作宣传册、手
绘地图、宣传折页等系列产品。
挖掘、梳理景区历史文化脉络，
编写景区导游词。邀请文化大家
余秋雨先生为景区题字，并在全
国 范 围 挑 选 符 合 景 区 特 色 的 湖
石，打造景区题字石景观。根据
景区文化，形成景区游步道地刻
景观，使游客在游览的过程中，
对月湖十洲历史有所了解。打造
景区记忆广场的 《宁波月湖铭》
碑刻及马衙街藏书印小品景观，
提升景区文化氛围。

全员上下的合力求索

全力推进天一阁·月湖国家5A级景区创建

近水楼台先得月，一城名胜半归湖。天

一阁·月湖于湖色书香间，传承着甬城千年

的历史和文脉。月湖水域面积 9公顷，古称

西湖，亦曾称鉴湖，始凿于唐，于北宋年间

形成“十洲”胜景。月湖历来为文人雅士荟

萃之地，素有“浙东邹鲁”的美誉，王安

石、曾巩、杨简、范钦、黄宗羲、全祖望

等，或为官，或隐居，或讲学，或著书，创

造了辉煌灿烂的浙东学术文化。

位于月湖西岸的天一阁，是我国现存最

古老的私家藏书楼，也是亚洲现有最古老的

图书馆和世界最早的三大家族图书馆之一，

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国古籍重点保

护单位、中国十大历史文化名楼。450余年

间，天一阁以其坚忍和顽强，奇迹般地打破

了藏书楼固有的命运，成为中国藏书文化的

典范。

如今，有着悠久历史的天一阁与月湖，

将在海曙区政府全力推进下，以天一阁·月

湖景区的新形象，打造在国际上具有一定知

名度和美誉度，在国内独一无二的集藏书文

化、创意文化、休闲娱乐为一体的综合性5A

级旅游景区，成为体现宁波市优秀传统文化

的城市旅游核心区。

“目前创建工作已经进入最后
的冲刺攻坚阶段，天一阁·月湖资源
具有独特性、稀缺性、完整性，完全
具备5A级景区资源景观条件，要创
建国内独一无二的综合性 5A 级旅
游景区，重在融会贯通、突出特色。”
天一阁·月湖景区管理委员会负责
人指明关键。

业态更多元。未来景区将紧紧
围绕培育多元业态，打造复合型景
区，除了在文化旅游、民宿客栈、特
色餐饮等方面打造一批精品外，新
金融亦在金融史馆的遗存中培育生
发、点亮古今。去年挂牌的月湖金汇
小镇坐落于月湖西畔，以新金融产
业为核心，重点发展各类产业基金、
私募基金和上市公司投融资总部以
及证券、期货、私人银行、互联网金
融等机构，是宁波市首条新金融与
文化旅游资源融合发展的新金融
街。小镇“一核三片”的空间结构，加
快促进新金融与月湖商文化、月湖
景区旅游资源融合发展。

景区更智能。通过创 5A，更加
注重“智慧景区”建设，让传统文化
插上智慧的翅膀，实现“可视化管
理、智能化运营、数据化分析”，让景
区与游客实现更好的互联互通。通
过“新建一批、整合一批、共享一
批”，实现景区视频监控全覆盖。创
新推出集“无线WIFI、广播系统、照
明系统、导向系统”为一体的智能化
标识系统。研发推出“一机在手，畅
游景区”的新型游览模式，“游客利
用手机不仅能根据导航功能获取最
佳游览路线，还能根据 GPS 定位，
接收到附近景点的语音讲解推送，
即使不在景区内，按照接收到的‘手

绘地图’等内容，也能身临其境地游
遍景区。”景区相关负责人一边向笔
者演示一边说道。“天一阁还将推出
博物馆和文化景观 VR虚拟现实体
验活动，借着文化与先进技术对接，
吸引更多人关注古老文化的传承和
出新。”

书香更浓郁。作为以书为核心
精神的景区，海曙还将建立一套

“借”“还”“读”三位一体的读书
服务系统，给游人和市民提供独创
的多样化读书空间，成为天一阁和
月湖所倡导的读书精神的物理承
载。在新的智能借还书系统下，设
置读书服务，让游客和当地居民能
够选取自己喜爱的园林环境，在其
中尽情品味读书的乐趣。服务点内
可以借还书，并提供实景的读书设
施。智能借还书体系、数据支持的
动态书柜体系、扫码可下的电子书
下载体系以及环境读书体系都将在
提升后的景区内供游客体验。

功能更完善。随着旅游消费需
求的迅速增长，景区旅游功能配套
还将不断得到加强，景区游客中心、
旅游厕所、停车场、微交通、夜景亮
化等基础公共服务设施将越来越
好，观光游览、参与体验、旅游购物、
餐饮娱乐等服务功能将不断提升，
让游客进得来、待得住、玩得好。

天一阁·月湖5A级景区创建意
义重大、影响深远，通过政府主导、
部门联动、社会参与，不仅使广大市
民多了一个旅游休闲的好去处，更
在于宁波人乃至浙江人此后将会多
一个可以为之执着守望的精神和文
化家园，为“诗画浙江”的旅游品质
提升树立标杆。

联合共促的蓝图描绘

天一阁·月湖景区由天一阁博
物馆与月湖两大核心景区组成，核
心区总面积约 1 平方公里，有各级
文物保护单位、点 50 余处，国家级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个。

北宋庆历七年（1047），王安石
调任鄞县知县，于月湖延聘名儒“庆
历五先生”，四明学风为之一振，浙
东学术自此萌芽。元祐年间（1086-
1094），知州刘淑、刘珵相继大修月
湖 ，形 成“ 十 洲 ”胜 景 。政 和 七 年

（1117），知州楼异于月湖建高丽使
行馆，月湖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
始发地。南宋建都临安，明州接近京
畿，宗室能臣相继来此主政。在四明
史氏家族的经营下，月湖诗社林立，
书院、藏书楼次第矗起。“淳熙四先
生”讲学月湖，形成“四明学派”，浙
东学术步入鼎盛时期。

明 嘉 靖 四 十 年 至 四 十 五 年
（1561-1566），月湖西岸，兵部右侍
郎范钦建成天一阁。这座中国现存

最古老的私家藏书楼傲然屹立 450
余载，书香文脉不绝。明清之间，浙
东学术更为辉煌，月湖形成中国历
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学派之一——
浙东学派。浙东学派创始人、明末清
初三大思想家之一的黄宗羲，在月
湖边讲学，广收弟子，生活于月湖岸
畔的万斯大、万斯同、全祖望，成为
浙东学派重要代表。浙东学派重气
节、主性情，其时月湖成为浙东遗民
诗人慷慨悲歌之地。浙东学派提出
的“工商皆本”思想，使中国第一商
帮——宁波帮横空出世；“经世致
用”的理念，更使宁波成为著名的

“院士之乡”。
浙东史 学 大 家 全 祖 望 在《湖

语》一文中写到月湖文化之“醇”时
说：“湖水之静深，足以洗道心；湖水
之澄洁，足以励清节；湖水之霏微，
足以悟天机。”多少年来，这种孕育
于月湖的人文精神，一直影响着后
人的价值取向。

千年月湖的文化积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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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一阁·月湖景区游客中心

清·同治《鄞县志》之月湖书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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