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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蜃雨腥风骇浪前，高低曲折
一城圆。人家住在潮烟里，万里涛
声到枕边。”这是余秋雨先生眼中

“活着的古镇”——象山石浦。其
中，与 600多年时光温柔对话的渔
港古城沿山而建，依山临海，有

“城在港上，山在城中”之美誉，
是目前保存完整、十分稀缺的明清
古建筑群，系一处不可多得的世界
级宝贵遗产。

锚定“立足沪杭甬、撬动苏锡
常、遍及长三角”的目标，近年来
渔港古城不断改善旅游环境，优化
旅游业态，文旅融合风生水起。去
年，古城获评宁波市首届“十佳旅
游产业融合基地”，并入选中国十
大文旅小镇 （景区） 经典案例。今
年上半年，景区接待游客43.2万人
次，同比增长21%。

改善旅游环境，提升景区形象

走进渔港古城，“海娃”“城
城”两个卡通形象映入眼帘，吸引
众多游客“打卡”合影。“我们以
海、城两大核心元素为基调，塑造
了两个古城景区卡通 IP，并延伸
开发卡通人物导视牌和景物介绍
牌，让原先景区严肃、单调的形象
变得朝气蓬勃，为游客带来全新的

体验。”渔港古城旅游发展有限公
司总经理夏频说。

为打造环境优美、渔文化特色
浓郁的旅游景区，渔港古城多措并
举，积极改善原有形象，并充实文
化内涵。景区引进专业团队，选址
原碗行街、瓮城、侍郎府休闲区，
结合渔文化、海防文化进行设计创
作，新增《碗》《石浦十四夜》《渔
家小院》《渔归》 四大主题小品；
在瓮城、关帝庙、钱庄等十余处核
心区域，新增观赏性绿植小品，为
游客增添新视野，实现“一步一景”。

同时，古城加快场馆转型提
升，调整耕海牧渔馆陈列布局，增
设水族箱；将宏章绸庄由观光型场
馆变为文创基地，展示、销售古城
文旅产品及非遗产品；在亚洲飞人
馆开设研学课堂，以渔文化和非遗
文化教学为主，营造研学文化氛围。

目前，宁波理工学院设计团队
已结合景区实际，完成景区导览系
统、标识系统设计初稿，下步将推
进展馆陈列设计以及店面招牌设
计，进一步提升景区对外形象。

文旅深度融合，业态丰富多彩

作为宁波渔文化的聚集地，渔
港古城立足传统文化，通过融合发
展，打造文旅新业态，提升景区公
共文化效能。古城先后挖掘石浦鱼
灯、昌国马灯、东门船鼓、细十番、
渔歌号子等特色民间文艺项目，培

育、发展船模制作、绣花鞋、鱼灯
鱼模制作等特色文化产业。

去年开始，古城尝试“沉浸
式”旅游模式：与宁波千雅文化公
司共同创作《巡司衙门断案》和极
具石浦地方特色的《渔家嫁囡》婚
嫁习俗走街情景剧，把景区变成一
个天然大舞台，在轻松诙谐的走街
串巷表演中，让人来人往的游客

“沉浸”其中，真切体验石浦当地
的民俗风情及文化特色。

“非遗+创新”，更博得游客好
评如潮。今年 5月，渔港古城以国
粹、民俗文化的传承为主题，举办

“缤纷五月、全民旅游”主题活
动。5月15日，景区携手石浦非遗
协会成员、延昌小学学子，在瓮城
为游客带来特色非遗展示——马灯
调；5月25日，举办“非遗不遗憾”
之《喜迎亲》活动，结合侗族、苗
族婚俗，烘托石浦婚嫁习俗，“公
鸡代娶”、十里红妆……再现了渔
家儿女喜结良缘的美好场景。

继承、开发传统文化，引进、
嫁接现代时尚。为推进旅游业态多
元化，景区携手宽彩美妆机构，推
出古装走秀活动及古风美妆秀，并
着手打造国内首个“彩妆小镇”：
喜欢古风的游客可以穿古装、化彩
妆，在特色景点拍照“打卡”。7
月，试水“夜光经济”，推出夜游
项目“古城汇·集市 SHOW”，并
利用景区空间优势创建一个年轻
化、个性化的集市项目——造物

节，打造现代集市，让人们获得
衣、食、住、行、购、娱一站式体验。

“引擎”提档升级，筑梦“不夜港”

开渔在即，渔港古城又迎来产
业提档升级的喜讯。9 月 11 日下
午，象山县人民政府与桐乡乌镇古
镇联盟景区建设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签署石浦渔港古城旅游目的地
项目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打造“东
海不夜港”。

“此次成功签约，标志着渔港
古城发展迎来了新起点。同时，这
也是象山借梯登高、借力发展的重
大契机，是加快打造全域旅游升级
版、高水平建设旅游强县的重要机

遇。”县委主要领导如是说。
在乌镇方董事长陈向宏看来，

渔港古城渔文化底蕴独树一帜，开
渔节千舟竞发场景令人震撼。打造
古城这座“引擎”，将带动整个石
浦乃至象山的旅游发展。

据了解，乌镇古镇联盟景区建
设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专长于旅游
目的地、特色小镇、古城、古镇、
古村落的打造及运营，是目前国内
最具操作能力，且打通开发、建
设、运营、管理全产业链的专业化
顶级公司。该团队已成功打造北京
古北水镇、桐乡乌镇。

渔港古城旅游目的地项目一期
以渔港古城为核心，涵盖大小铜钱
礁、沙塘湾村、东门岛等，面积约

10平方公里，计划总投资60亿元。
根据战略合作协议，乌镇方将携

手一流的规划设计、开发建设和运营
管理团队，对石浦全域环境及整体旅
游发展情况进行系统考察与分析，就
渔港古城开发寻求可操作性强的改造
实施方案；立足行业最前端，根据市
场导向、游客需求、服务功能等完成
旅游目的地相关规划内容，提供完整
的旅游规划建议和规划服务；组织实
施具体改造，并提供景区运营管理等
服务。

“我们将突出特色、深挖内涵，
突破理念、创新产品，努力把渔港古
城打造成东海之滨的‘不夜港’、文
化产业的金名片、全域旅游的‘新引
擎’。”陈向宏说。

石浦渔港古城：

“引擎”升级引领旅游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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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陈青 通讯员陈
敏健）《中国，我可爱的母亲》《在
希望的田野上》《不忘初心》 等歌
曲昨晚在三江口畔的宁波音乐厅唱
响，宁波市文化馆群星合唱团成立
15周年专场音乐会在这里举行。

宁波市文化馆群星合唱团成立
于2004年5月，是由宁波市文化馆
组织指导的一支业余合唱团队，团
员为来自全市各行各业的近 70 名
声乐爱好者。他们多次参加国际、
国内的重大合唱比赛并屡获大奖，
如 2006 年 10 月，在第四届西湖合
唱节合唱比赛中获成人组银奖第一
名；2009年9月，在浙江省首届文
化艺术节合唱比赛中荣获金奖；
2010年7月，参加第六届世界合唱
比赛，荣获混声合唱组铜奖；2013
年在浙江省经典歌曲合唱大赛决赛
中获金奖；2017 年 10 月，参加第
十四届中国合唱节，获混声组金
奖。

群星合唱团还经常参加国家及
省、市级大型活动的演出和各项社
会公益活动，广受好评。

群星合唱团成立15周年专场音乐会举行

右图：群星合唱团成立 15 周
年专场音会现场。（周建平 摄）

昨天下午，“我心中的母亲
湖——宁波市中小学生手绘
海曙创作大展暨颁奖典
礼”在宁波月湖美术
馆举行。此项活动
由海曙区文化与广
电 旅 游 体 育 局 、
宁波市天一阁·
月湖景区管委会
主 办 ， 收 到 全 市
中小学生作品 350
件 ， 现 场 展 出 280
多件充满童真又富有
艺术想象力的油画、水
彩、版画、拼贴画、纸塑等
类型作品。 （严龙 摄）

童心绘出母亲湖

本报讯（记者陈青 通讯员
柯明清）“远方/渔帆朦胧/远方/
灯塔的光芒不知疲倦/而我的诗
篇/此刻要为灯塔歌唱……”昨
日，在“浙江渔业第一村”东门渔
村具有百年历史的象山东门灯塔
前，守塔人一边朗诵诗歌《我在
黑夜中守望光明》，一边举行了
亮灯仪式，这标志着改造提升后
的灯塔陈列室正式向公众开放。

1915 年，象山东门岛任筱
和、任筱孚兄弟筹资买下东门门
头山，出资建造了灯塔，为过往
船只引航。这是浙东沿海第一座
由民间出资建造的近代灯塔。之
后由于塔内贮藏煤油，灯塔不慎
付之一炬，1919 年任氏兄弟与
纪子庚等集资重建。1941 年，
东门岛沦陷，灯塔为日军所控
制，塔内灯器被毁，从此灯塔不
再发光。抗战胜利后，任筱孚将
灯塔无条件献给国家。

1998 年，有关部门筹集资
金 10 万元，按原样修复，设置
了《东门岛灯塔记》碑，陈列船
模、渔具，还新添蔡元培雕像，
立“出其东门，介尔昭明”碑
等。2013年3月，东门灯塔被列
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当年
5月，东门灯塔正式移交东海航

海保障中心宁波航标处接管。
今年，宁波航标处等有关部门

对东门灯塔陈列室进行提升改造，
展示航标文化、“二难先生”与东
门灯塔、象山渔文化等内容。陈列
室将向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和游客
免费开放，传播初心依然、明灯指
路新时代的精神内涵。

亮灯仪式由东海航海保障中心
宁波航标处、宁波市文物保护管理
所主办，石浦镇东门渔村、象山县
海洋文化研学中心协办。

百年东门灯塔举行亮灯仪式

图为活动现场。（陈青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