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月 29 日下午，南浔古镇景区

迎来了今年第一千万名游客，较去

年提早 3 个月。 仅半年时间，南浔

古镇景区年度游客人次再度成功

晋级“千万”，体现了南浔区旅游产

业持续发展的潜力。

“太幸运了！ ”来自广东的游客

彭琢瑄成为今年古镇的第一千万名

游客。现场，湖州市南浔区文旅集团

工作人员为彭琢瑄和其好友史颖朵

送上了南浔古镇 VIP大礼包。

作为江南古镇中文化积淀最

深、保存最完好的古镇，南浔古镇被

誉为“中国江南的封面”，也是中国

首个整体被纳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的江南古镇。去年年初，南浔古镇宣

布免费开放景区 2.18 平方公里的

古镇街区，全年接待游客量达 1235

万人，上榜“全国十大热门景区”。

南浔古镇的持续火爆，无疑为南

浔全域旅游打了一剂强心针。随着高

铁时代即将到来，南浔不断拉近与长

三角“朋友圈”的距离，谋篇布局，将

全域内的旅游资源串联成线。

今年以来， 南浔启动了南浔大

运河古镇集群复兴工程， 以南浔古

镇为龙头，联动沿河练市、双林、菱

湖、荻港、善琏 5 个古镇，进一步汇

聚文化动力、迭代文旅业态、打造标

志性成果， 同步辐射区内千金、石

淙、旧馆 3 个特色镇街，引领长三

角亲子乐园迭代升级，实现“季季有

主题、月月有活动、周周有精彩、天
天有场景”。

善琏含山蚕花民俗活动、 运河

古镇音乐节、石淙凡花音乐节、荻港

桑果采摘节……今年， 南浔在运河

古镇集群频频布局新业态， 招引优
质文旅项目， 开展举办各类民俗活
动、体育赛事等文旅融合活动，文旅

经济活力不断释放， 受到了越来越
多像彭琢瑄、 史颖朵这类年轻游客

的青睐。今年“五一”假期，全域接待

游客 183.2 万人次 ， 同比增长

61.98%，实现旅游总收入 13.03 亿
元，同比增长 38.12%。

下一步， 南浔将立足六大古镇

自身资源禀赋， 切实做好文旅融合
专业策划、加大文旅项目双进力度、

加强文旅 IP 引流效果，打造具备辨
识度和吸引力的文旅 IP，将“运河

古镇集群”串点成线，为市民游客带
来更多惊喜。

日前， 位于湖州南浔善琏镇含山
村大运河畔的未来合创谷国际艺术青
创中心内热闹非凡， 这里举办的首次
线下沙龙活动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

青年艺术家团队，以及深耕乡村文旅、

艺术、非遗、文创领域的主理人们。 他
们齐聚一堂， 共同探讨如何将大运河

文化传承与乡村振兴有机结合。

在大运河西岸的窑里村， 年轻
人大多已迁往城市。 一年前的夏天，

来自北京大学的“乡村 CEO”黄彬彬
带着她的团队来到窑里，深挖运河古

村潜力，希望用青创力量在乡村搭建
共创共享的平台， 为乡村振兴带来

“活水”。“通过追寻一千多年前运河

人家是过着怎样的生活，我们也在追
寻和守望这片土地的人文情怀。 ”黄
彬彬认为。 1999年出生的徐悦是村

里的活动策划师，负责新媒体账号运

营和宣推；1995年出生的李艳霞“身
兼多职”，既在窑里村当讲解员，又做
活动研学老师；郑秀峰是刚加入团队
的“户外营地专家”……

第五届中国乡村艺穗节、紫金奖
全国大学生设计展，与北京大学联合
举办的“水岸乡村社会设计工作营”，

“港澳与内地大中小师生交流计划”

大学生项目相继在窑里开

启， 来自全国各大高校的青
年学子走进窑里， 通过创意
策划和艺术设计共享乡村文

明成果， 他们也将运河边的

人文风景和乡土情感传递给
了更多的人。

当文化开始在窑里村生
根发芽， 这里也涌现出了更

多的新兴业态。废弃的黑瓦被重新利
用，由 800个陶罐组成的“千窑墙”和

用 1800块红砖搭建的“运河历史遗

址”成为视觉的焦点，窑里云集、时光
影院等艺术体验场馆建成开放。除了

展示游客和艺术家的作品，他们还展

出原创 IP形象“窑里里”。

一个开放包容的平台赋予乡村
更多可能， 村子里的老人和小孩也

不例外，历时两个多月，毫无文学功

底的村民竟“拼”出了一本诗集，作

品在村里的茧站旧址展出。 433 名

艺术院校教授专家、高校学生、文艺
从业者申请成为共享“云村民”，共
同绘制乡村未来蓝图。 从平台搭建
到品牌成型，短短一年间，窑里村吸
引游客 15 万人次，乡村旅游经营收
入达 280 万元， 助力村级集体增收
53 万元，参与运营的村民平均年增
收在 2万元左右。

眼下，黄彬彬团队正在改造窑
里村的闲置厂房空间，未来这里将

成为窑里青年艺创中心，辐射带动

大运河沿线更多乡村的发展。 这场

经年累月的青年乡创行动正行稳致
远地开启， 也为这个水岸边的乡村
创造出新的可能。

应“运”而生，年轻人让水岸边的窑里村大变样

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了《关于
同意山东省东平县等 23 个渔业绿
色循环发展试点项目备案的通知》，
湖州市南浔区成功列入全国 23 个

渔业绿色循环发展试点之一， 系浙
江全省淡水渔业唯一，湖州市首个，

成功争取中央资金 1 亿元。

近年来，南浔以渔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为抓手， 突出生态绿色
发展主题， 加快发展现代绿色渔
业， 先后获得国家级水产健康养
殖和生态养殖示范区、 省级稻渔

综合种养示范县、 省级渔业转型
发展先行区、省级“机器换人”高

质量发展先行县（水产）等省级以

上荣誉 11 项。

“我们在渔业产业强镇、 现代

渔业园区基础上，构建标准化水产

养殖新格局。以现有 667 个水产养
殖尾水治理点为基准，全面启动水
产养殖尾水治理提档升级，大力发

展设施渔业。 ”南浔区农业农村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他们积极推广陆
基圆桶养殖、工厂化养殖等一批渔

业新模式，引进正大集团、勇记水
产等国内行业龙头企业 3 家，建设
生态鱼舱基地、饲料鳜鱼工厂化养
殖基地等重点渔业项目 5 个。 此
外，南浔区以渔业农事服务中心为

引领，推进数字鱼塘和数字渔村建
设，目前全区已推广运用渔业物联

网三千余户， 打造数字渔村试点
33 个， 培育省级数字渔业工厂 4

家，建成全省首家数字渔村和首个

渔村共富驿站。

“去年全区拥有水产养殖面积

21.44 万亩， 淡水鱼产量长期位居
浙江省榜首， 水产品总产量 23.1

万吨， 占全省淡水产品总产量的

16%以上，渔业全产业链总产值约
44.32 亿元， 占全区农林牧副渔总
产值 60%以上。 ”南浔区农业农村
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渔业绿色
循环发展项目将选择在菱湖镇、和

孚镇、千金镇等重点渔业乡镇开展

示范建设，开展标准化池塘改造及
养殖尾水处理设施提升、工厂化循
环水养殖、陆基循环水养殖、水产

品加工、 渔业销售服务等工程项
目，进一步完善南浔区渔业产业布

局，为乡村振兴增添“绿色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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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事总奖金超过百万元

长三角首届微短剧剧本大赛启动
6月 24日，长三角首届微短剧

剧本大赛在湖州南浔练市镇启动。

微短剧作为一种新的创作形
式，以其短小精悍、剧情紧凑、制作

精良的特点，迅速赢得了广大观众
的喜爱。

此次剧本大赛设立了丰厚奖
项，包括冠军奖、十强奖、百强奖及
入围奖，其中冠军奖奖金 10 万元，

总奖金超百万元，获奖作品后期更
有短剧大制作与分红。 获奖者将有
机会与知名影视公司签约，获得剧
本拍摄和发行的机会。

“此次大赛不仅是对编剧创意
能力的考验，更是推动长三角地区

影视文化产业协同发展的重要举
措。 我们希望通过大赛，发现和培
养更多具有创新精神的编剧人才，

为微短剧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

湖州市南浔区影视专班相关负责

人表示。

大赛共分为三个阶段：征集报
名、海选投票和战队决赛。 从 6 月

24 日至 9 月 30 日，参赛者可以通
过联系专员提交剧本作品。 颁奖典
礼暨获奖作品签约会将于 10 月中

下旬举行，揭晓最终获奖名单。

据了解，为了鼓励更多的创作

者参与， 大赛对参赛作品的题材、

形式不设限制，只要符合微短剧的

特点，皆可参赛。 参赛作品需具备
独特的创意、鲜明的人物形象和精
彩的剧情设计， 并适合拍摄每集 1

至 3 分钟且不超过 100 集的微短

剧使用。

此次长三角首届微短剧剧本
大赛的启动，标志着微短剧产业的

发展迈出了重要一步。 通过挖掘和

培养优秀编辑人才，推动原创内容
的生产，大赛必将为微短剧行业带
来新的生机和活力。

近年来，南浔高度重视影视产

业的培育和发展，大力支持影视作

品立项及拍摄制作、鼓励影视人才
集聚发展及影视文化交流等工作，

促进南浔影视产业快速集聚发展，

力争打造全域片场。 而练市镇将借

此机会为广大创作者提供更多展

示才华的平台，共同迎接微短剧时

代的到来。 截至目前，已有超过百
部短剧在浔拍摄。 越来越多的影视
项目落地，将进一步展现南浔的人

文风情与生活状态，打响南浔影视
品牌。

6 月 26 日， 走进位
于湖州南浔的千金商墓
共富农场，远远就听到白

色楼房里此起彼伏的羊
叫声。“湖羊”也能住进楼
房了？“以前养羊散养、混

养， 自从发展科技养羊
后，养殖精细了、规范了，

收益也变得越来越好。 有
这套先进的管控系统，养
羊可比之前轻松多了。 ”

正在数字化管控平台前
远程管控智能机器人的

养殖户李水忠表示。

在这里，一只只“湖

羊”站在 1.5 米高的二楼

上，脚下一片片干净的塑
料板之间有着等距的缝

隙，羊的排泄物顺着缝隙

漏到下面。“不受污染，羊

不容易生病。‘湖羊’住得
舒服，心情好，肉的品质也更好。 ”

李水忠说。
据了解， 该共富农场由南浔

区强村富民集团投资建设，于去年

年底正式建成投产，总占地面积约
17亩， 包含一个年出栏可达万头

的双层“湖羊”养殖场。 同时，农场

内引入了智慧养殖数字化管控系
统，由“机械设备传感器 + 智能巡
检机器人 + 数字化管控平台”实
现对养殖区的一体化智能管理。

如果按照传统方式圈养 ，

每天喂养、打扫卫生、防疫、投

喂……人力物力成本较大， 而使
用数字化管控系统， 养殖户通过
管控平台远程操控， 由传感器控

制养殖舍内除湿机、加热器、开窗
机、风机等相关设备，实现养殖舍

内环境集中远程联动控制， 并通
过搭载传感设备的机器人移动巡
检， 使这些传感器感应更加智能
化， 达到 360 度无死角监控巡检
监测。

“值得一提的是，双层羊舍最

大的好处就是土地的利用率更
高。 以传统羊舍为例，120亩土地
大概可以养两万只羊， 而在同样
的土地面积上， 数字化多层养殖
可以养四五万只羊， 大幅提升养
殖效益。 ”南浔强村富民集团相关
负责人说道。 该农场待养殖户全

面入驻后将有效带动周边农户二

百余人，户均增收 1.5 万元，村集

体增收约二十万元。 通过“三股 +

三金”融合经营模式，区强村富民
集团全方位覆盖养殖大户、 村集

体、低收入群众，生产依托农业龙

头企业带动， 实施订单生产经营，

提升农户抗风险能力， 并把联农、

带农、富农作为本项目建设的根本
出发点和落脚点， 努力成为南浔

“共同富裕”的示范样本。

南浔成功列入全国渔业绿色循环发展试点

南浔古镇迎来今年第一千万名游客

“趁着周末特意过来，想要

尝尝正宗的浙北船菜美食。 没
想到在这里不仅吃到了美味佳

肴， 还学到了许多关于船菜文

化的知识。 ”日前，来自上海的

游客周先生在品尝湖州南浔双

林古镇的浙北船菜文化体验馆

（以下简称“浙北船菜馆”）后向

亲友大力推荐道。

近年来，双林镇大力推进旅

游业“微改造、精提升”工作。 浙
北船菜馆正是在“绣花”式的精
雕细琢中，让位于双林古镇的老
宅旧貌换新颜，变身成为浙北船
菜文化展示体验馆，焕发出了全

新的生机活力。

焕新的是容颜， 不变的是

底蕴。“在吴越文化、太湖文化

和运河文化的交汇中， 为将双

林特色从中提炼并呈现， 双林

镇特此建设了浙北船菜馆，树

立了‘品双林船宴，遇另一半江

南’的品牌理念。 ”浙北船菜馆

负责人徐锋介绍， 双林镇对虹
桥畔的老房子引入了新的运营
理念， 让游客在品尝美食的同

时， 还能深入了解杭嘉湖地区

独特的船菜文化， 体验浙北船

菜的“双林表达”。
据悉，自开展旅游业“微改造、精提

升”专项行动以来，双林镇逐步形成了

有深厚传统文化底蕴和现代服务理念

的各类本土餐饮品牌，浙北船菜馆便是

双林古镇的一个亮眼文旅品牌。 如今，

双林镇正以融合农文旅为抓手，串联发

扬本地餐饮文化，大力打造与扶持本土
品牌，成为双林镇重要的旅游目的地之
一。“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深化这一平台
的潜力， 进一步挖掘和利用在地资源。

我们计划引入更多的创意元素和文化

活动，让游客在这里能够体验到更具特
色的水乡文化。双林古镇将成为一个集

美食、文化、旅游于一体的综合性旅游

目的地， 吸引更多游客前来探索和体

验。 ”双林镇相关负责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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