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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写意画”到“工笔图”
余杭为良渚文化大走廊具象图景落笔

首期十大工程发
布，绘出一幅大手笔
发展蓝图

良渚文化大走廊，是大有可

为、值得耕耘的一方沃土。

这条走廊上，散落着良渚博物

院、国家版本馆、瓶窑古镇、安溪老

街等一颗颗明珠，还有国家对外文

化贸易基地、多个特色小镇与文创

园。文旅资源星罗棋布，文创产业

蓄势勃发。

如何全盘布局资源，让“量的

积累”裂变为“质的飞跃”？会上，

良渚文化大走廊首期十大工程发

布，为大走廊的具象生长洒下了第

一波种子。

良渚文化国际交流中心建设

工程，依托“良渚遗址是中华五千

年文明史的实证，是世界文明的瑰

宝”，将建设国际交流中心，践行全

球文明倡议，推动文明交流互鉴。

良渚博物院二期工程，将以文明源

流为主线，丰富展陈内容，进一步

彰显良渚“文明圣地”的独特地位。

以生态为底色，良渚港综合保

护工程将对存续五千年的良渚港

及其水系进行价值提升，再现纵贯

良渚古城的千年盛世水景、人与自

然和谐发展的生动画卷。良渚水

乡综合保护工程则依托良渚遗址

湿地水乡风貌，打造集文化展示、

湿地保护、乡村旅游于一体的文旅

综合体。

将打造主题新型园区的良渚

艺创综合体工程，与串连良渚遗址

和周边节点慢行系统的良渚文明

循迹之旅工程，或许将为周边及余

杭催生一批新业态。

盘活余杭的西部、北部片区，

良渚文化赋能乡村振兴工程将结

合推进“千万工程”，提升乡村发展

内生动力；瓶窑千年古镇复兴一期

工程将推进古镇历史风貌保护、配

套设施完善，打造古镇复兴发展新

模式；径山茶文化公园建设工程将

统筹发展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

建设径山茶文旅综合园区；鸬鸟文

旅综合体建设工程将依托鸬鸟镇

丰富的生态文化资源，打造生态休

闲、文化旅游项目。

首期十大工程不仅涵盖了文

化传承保护、文旅融合发展、产业

迭代升级和城乡公服补强等多个

领域，注重前瞻布局产业带与发挥

产业集群效应，也加快了城市的更

新迭代，市民将迎来更丰富的线下

空间。

而这仅是开始。据了解，余杭

区将每年推出具有标识性、引领性

的十大工程，通过一个个项目的落

地，让老百姓看到家门口的大走廊

发生的真切变化。

  条政策支撑，
构建“文化+”产业生
态圈

此次新动作中的另一大亮点，

就是“良渚文化大走廊‘文化+’产

业政策20条”的发布。

在产业大融合大发展的背景

下，一个加号给人们留下无限想象

空间。何为“文化+”？简而言之，

就是把文化元素融入到事关经济

社会发展的各项事业与产业领域

中，促进经济社会及文化本身的可

持续发展。

在良渚文化大走廊建设中如

何布局“文化+”？余杭的思路是：

打造“文化人才集聚地、文化产业

兴盛地、文化旅游目的地、文化传

播传承地”，高水平构建“文化+”

产业生态圈。

首先，这离不开高“含金量”人

才队伍的支撑。余杭将聚焦文物

保护、文艺创作、文博会展等领域

的行业专家及经营管理人才，加快

“文化+”领域人才在良渚文化大走

廊集聚。

为吸引文化人才，余杭既有大

手笔，也有小细节。比如，对于文

化大家给予“一人一策”最高 800

万元奖励；名家大师创办“文化+”

企业（工作室）给予每年最高 200

万元的运营奖励；进一步保障文化

人才安家、子女教育权益等。

为加快“文化+”产业提档升

级，余杭在新政策中提出，既要壮

若以文化为意象，从地图上俯瞰杭州市余杭区，这里好似有一条横亘东西的文化飘带，衔接着历史悠久的良渚文化、运河文化、径山文化、双千
年古镇文化、非遗文化，耀眼的文化瑰宝串珠成链，点缀其中。这条文化飘带，就是“良渚文化大走廊”。

2022年12月，余杭区委十五届七次全会正式提出“高站位谋划启动良渚文化大走廊建设”。自官宣以来，战略意义接连上升。从“谋划打造
良渚文化大走廊，创造更多可亲可观可感的城市文化IP”，到“推进良渚文化大走廊建设”，这条走廊被相继写入2023年杭州市政府工作报告、浙
江省委十五届四次全会《决定》。

一年来，良渚文化大走廊的建设动向也备受关注。12月14日，余杭区召开良渚文化大走廊建设推进大会，正式授牌成立良渚文化大走廊建
设工作指挥部，标志着良渚文化大走廊建设从“1.0版本”，走到了“2.0版本”。同时，一系列新动作释出，这些措施将加速美好愿景的精彩落地。

大文化领军企业，还要扶持潜力中

小企业，更要发展会展产业，以此

形成企业梯队完备、产业空间优

质、新兴产业蓬勃的发展态势。

此外，“文化+”加号的丰富后

缀还包括了旅游和传播。

旅游方面，将聚焦旅游场景打

造、提升住宿环境、优质游径培育、

旅游宣传推广，加快数字旅游、研

学基地等旅游新业态培育，推动大

走廊成为国际旅游目的地。对于

运动休闲、主题乐园、旅游演艺等

休闲旅游项目，给予投资额10％、

最高200万元的补助；向良渚文化

大走廊输送游客，按照送客量、留

宿时间等给予最高 100万元每年

的奖励。

传播方面，对于举办大型文

旅文体赛事活动、创作反映良渚

文化大走廊元素的文艺作品可获

得资金补助，并鼓励文化加速扬

帆出海。

沿着一道廊，打造一个圈。余

杭正以“文化+”的理念推动文化产

业崛起，让璀璨文化愈发根深叶茂。

全力共建共享，
擦亮“五千年中国看
良渚”金名片

良 渚 文 化 大

走 廊 以 良 渚 为

名 、因 文 化 而

兴 。 自 提 出 以

来 ，余 杭 区 便 上

下 一 心 、统 筹 推

进良渚文化大走

廊 建 设 ，迎 来 了

一 个 又 一 个“ 高

光时刻”。

今年6月，杭

州第十九届亚运

会火种在良渚古

城遗址公园大莫

角 山 采 集 ，成 功

打 响 亚 运“ 第 一

枪”，良渚收获世

界瞩目。

10月 18日 ，

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

论坛开幕式上宣布，中方将举办

“良渚论坛”，深化同共建“一带一

路”国家的文明对话。

12月3日，首届“良渚论坛”成

功召开，来自海内外的91个国家、

300余名嘉宾出席论坛。

10天后，余杭区就高规格举办

良渚文化大走廊建设推进大会，书

写了余杭区紧追跟随、狠抓落实的

“余杭速度”。

此前，《良渚文化大走廊发展

战略与行动规划》编制完成并顺利

通过专家评审，构筑起良渚文化大

走廊建设框架的“四梁八柱”。未

来，良渚文化大走廊将与城西科创

大走廊、千年发展轴一起，构建“两

廊一轴”空间新格局，进一步推动

余杭高质量发展。

从首期十大工程、“‘文化+’产

业政策 20条”细细看来，不难看

出，余杭区正举全区之力推进良渚

文化大走廊建设。

可以说，这条复合型的大走

廊，集合了区域发展的全要素资

源。良渚文化大走廊的建设，不仅

是一项文化保护与挖掘工程，更是

余杭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产业转型

升级的重要举措。

以首期十大工程激活、真金白

银的政策引领，余杭已经为良渚文

化大走廊上资源效益的升级裂变

搭建了具象的空间结构，大走廊上

的“文化+产业+旅游”都将迎来发

展良机。

同时，余杭区也正以建设良渚

文化大走廊为契机，加快补齐公共

服务短板，增进民生福祉，添足高

品质生活成色，不断满足人民群众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五千年文

化为核、以文化锦带为骨、以水路

漫网为脉、以风貌分区为基，良渚

文化大走廊将打造的“一核两带”

多层级沉浸式文化生态圈，将让更

多市民享受到大走廊建设带来的

民生红利。

接下来，余杭将继续围绕打

造“中华五千年文明实证地、中华

民族现代文明先行地、文化赋能

共同富裕示范地”的目标，坚持保

护第一、守正创新，打造高标准文

化之廊 ；坚持规划引领、全域提

升，打造高颜值生态之廊；坚持产

业为基、项目为王，打造高质量发

展之廊 ；坚持以文惠民、共建共

享，打造高品质共富之廊；坚持开

放包容、交流互鉴，打造高水平合

作之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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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余杭
区委宣传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