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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 新文旅 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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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您好，潘局长！ 请您先简

单给我们介绍一下青浦区的风土人

情和文旅概况。

潘勇强：青浦历史悠久。“崧泽

文化”是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具有

典型性代表的原始社会文化，青浦

地区是上海迄今为止发现的

人类最早的聚居地，开启了

上海历史文化的源头。

青浦

区域内拥

有崧泽、

福泉山和青龙镇三大遗址。2021

年，崧泽文化遗址入选百年百大考

古发现，成为上海地区唯一入选的

古人类活动遗址。青浦也是典型的

“江南水乡”，上海 21 个天然湖泊

汇集于此。2020 年成功创建国家全

域旅游示范区。轨交 17 号线自东

向西由虹桥火车站引连东方绿舟，

串联“文化寻源”“红色印记”“古镇

民俗”“亲子休闲”“美食游购”“乡野

寻趣”等特色旅游资源。

记者： 目前青浦文旅项目有哪

些？青浦文旅资源最大特色是什么？

潘勇强： 青浦文旅资源丰

富，有国家 A 级景区 9

家，其中：国家

4A 级

旅游景区 6 家，3A 级景区 3 家。

2020 年 1 月，淀山湖旅游度假区

获批为市级旅游度假区，环国家会

展中心都市旅游区、环城水系公园

为市级全域旅游特色示范区。去

年 12 月，青浦成功创建第二批国

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目前，朱家角

古镇正全力创建国家 5A 级旅游

景区，即将迎来国家文旅部的现场

验收。

当前，青浦正朝着青浦新城全

面升级提升、虹桥国际开放枢纽核

心承载区、国际会展之都、世界著名

湖区和环淀山湖创新绿核的方向大

步前进，全面深化长三角生态绿色

一体化发展，着力打造江南文化示

范区，努力建设为“上海之门，国际

枢纽”城市，由“上海之源”迈向“上

海之门”。

记者：青浦

区作为上海唯一同时接壤江浙的

区， 在长三角一体化中有什么发展

设想？

潘勇强：2018 年，青浦、昆山、

吴江、嘉善四地分别签署了《环湖四

地旅游一体发展备忘录》和《环淀山

湖战略协同区文化一体化发展合作

备忘录》，在多个领域建立了文旅融

合的协同交流机制。整合周边地区

相通的民俗文化底蕴、丰富的历史

文化背景及特有的红色革命记忆等

旅游资源，共建了一批特色旅游产

品，比如与嘉兴共同策划“共走红色

路同游长三角”红色旅游联动；整合

四地群众文化资源，以“文化走亲”

形式开展四地巡演；成功举办“水乡

音花”长三角民歌荟和江南水乡文

化论坛等，共同推进长三角地区非

遗交流与合作。

“最江南”是青浦特色，也是长

三角绿色生态一体化示范区的共有

基因。下一步，我们将联合三地共同

挖掘传承水文化、古文化、红色文化

和江南文化。同时，我们将积极构建

长三角地区便捷高效的公共服务体

系，积极促成普惠民生，利益共享。

记者：2021 年已经结束了，可

否分享下您对去年青浦文旅的总

结、感想，以及对今年的计划、展望？

潘勇强：2021 年，青浦区文化

和旅游局以庆祝建党百年为主线、

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以深度融合

发展为导向，统筹推进各项活动举

办，研发推出“青天绿水浦江溯源”

研学旅行等系列特色产品，举办系

列市民文化节活动，与吴江、嘉善、

昆山签订联盟协议，共商四地旅游

资源融合发展，共创长三角示范区

文旅一体化发展格局。

接下来，青浦将按照“一城两

翼”新时代战略布局，深挖设计青浦

四季文旅活动，展现国家全域旅游

示范区成果。以朱家角古镇创国家

AAAAA 级景区、淀山湖国家旅游

度假区建设、崧泽遗址绿地公园等

文旅项目，培育特色文旅品牌，繁荣

文旅市场，助推青浦新城建设，为上

海打造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世界

著名旅游城市贡献青浦力量。

探源上海文明

走进崧泽遗址博物馆、福泉山

遗址公园，了解史前文明。崧泽文化

距今约 6000-5300 年，属于新石

器时期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阶

段，以首次在青浦区崧泽村发现而

命名。它上承马家浜文化，下接良渚

文化，是长江下游太湖流域重要的

文化阶段。馆内可进行考古体验。福

泉山遗址以遗址内的“福泉山”而命

名，遗址公园内可感受文人风骨。

探秘水乡基因

上海港口和对外贸易的发端，

始于青浦区青龙镇。千年古镇朱家

角充分展现明清时期的江南风貌。

走进青龙镇遗址，外瞻青龙塔，游览

朱家角古镇、练塘古镇、金泽古镇、

曲水园，了解上海“江南文化”根基

脉络。观赏课植园、大清邮局、古桥，

体验评弹、扎染、国画等文化精粹。

探访红色记忆

探寻红色基因，与革命先驱进

行一次穿越时空的精神对话。陈云

纪念馆地处陈云故乡练塘镇，是经

中央批准建立的全国唯一系统展示

陈云生平业绩的纪念馆，国家

AAAA级旅游景区。参观纪念馆，了

解陈云同志的光辉一生。新四军广

场位于福寿园内，祭扫先烈、致敬英

雄。

探听建筑人文

建筑可阅读，故事可分享。上海

大观园是根据《红楼梦》设计而成的

大型仿古园林。青溪园知道书院，西

邻万寿古塔，是环城水系公园中的

文化亮点工程。立体式展示陆机、夏

瑞芳、陈云等 45 位青浦杰出人物

的事迹，是目前上海首家区域性名

人展示馆。重固镇的章埝村是青浦

美丽乡村建设的典范，徒步章埝老

街，打卡金泾桥、兆昌桥、章埝城隍

庙、汇福桥等文物保护点。

探究民俗非遗

青浦有“上海民间文化艺术之

乡”3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 1项、市级非遗名录 14 项，非遗

传承基地 17 个、非遗项目传承人

112名。青浦水印版画，金泽镇土布

染织技艺，练塘镇奘糕等非遗技艺

的展示，给游客沉浸式体验。

探求生态田园

软糯香甜的青浦薄稻米、国家

地理标志产品“白胖子”练塘茭

白、青浦特产白鹤草莓……现代农

业园区、上海联怡枇杷乐园、金泽

镇老谷仓打卡生态田园风光，体验

稻谷收割、果蔬采摘，体味乡野风

趣。

探寻四季风味

江南水乡，四季各有韵味。“商

榻阿婆茶”“角里酱鸭”“菜浜羊肉”

“桂花糖藕”“徐泾汤炒”……品青浦

美食，感受节气文化与地方资源的

完美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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