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风至，又一年，绿水青山间春意萌动。

回望过去的一年，全市文化广电旅游系统聚焦绿色低碳共富求发

展，聚力改革创新求突破，人文新湖州建设取得“头年红”，“湖光山色 度假之

州”旅游目的地魅力持续释放。300余枚乌程汉简回归湖州，《典籍里的中国》陈

列馆在湖州开馆，紫笋茶、安吉白茶制作技艺入选人类非遗，湖州三街创成国家级

旅游休闲街区，南浔古镇、太湖龙之梦乐园创成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湖州获

批全省首个研学旅行产业试验区，文旅项目投资指标排名居全省前二……一项项成

绩记录了湖州文旅不平凡的一年。

热爱不朽，从春天再出发！2023年，全市文化广电旅游系统将围绕全面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主题主线，以“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实干争先主题实践为总载体，以文旅

深度融合发展为总抓手，持续高质量打造湖州文化生态新样本，高品质建设“湖光

山色 度假之州”旅游目的地，擦亮历史底蕴深厚的“文化名片”、绿色低碳发展的

“产业名片”、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开放名片”、共同富裕先行的“幸福名

片”，高水平建设底蕴厚重、生活精致、充满张力和承载使命的人文新

湖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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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文化广电旅游局

夯实文旅党建引领体系，深入开展
“实干争先·奋斗有我”高质量打造人
文新湖州主题实践，推动人文新湖州各
类核心指标在全省领先领跑。实施文旅
铁军提升计划，开展“扬长补短”事项
比拼，实施年轻干部项目“首席负责
制”。迭代开展文旅事业与产业赛马，
推动旅游业增加值增速达到10%，占
GDP比重8%以上。

聚焦打造具有文化底蕴的世界级旅
游度假区，推进西塞山创建国家级旅游
度假区，争取国家休闲度假城市改革试
点。加速旅游景区提质发展，推动下渚
湖创建5A级景区、云上草原创建4A级
景区，推进安吉余村大景区建设。新培
育国家甲级民宿1家、省白金宿1家、
金宿2家、银宿10家、文化主题民宿3
家，打造国际化生态型乡村度假目的地。

实干争先
跑出文旅深度融合“加速度”

大力发展文旅会展经济，高质量办好2023
国际滨湖度假大会暨第二届度假博览会、2023
世界乡村旅游大会、长三角乡村文旅创客大会
等品牌会展，组团赴亚运主办、协办城市举办

“共享亚运”系列文旅推介活动。
创新文旅交流推广模式，以年轻人追捧的

露营、玩水、网红咖啡馆等业态为切入点，打
造“春天，我和湖州有个约会”“夏一站，我在
湖州等你”“风霅起，恋上一城湖光秋色”“冬
季恋歌，来湖州滑雪”等“最湖州”四季文旅
产品，推出“湖州文旅推介官”，开展“周末来
湖州”系列活动。

变革创新
激发度假之州“品牌力”

全面启动文博强市建设行动，高规
格召开全市文物工作会议，推动“先考
古、后出让”实施率和“先考古、后建
设”审批率均达到100%，加大乡村博
物馆建设力度。深入实施“非遗再造”
计划，擦亮湖州茶人类非遗金字招牌，
宣贯 《湖笔保护和发展条例》，制定
《湖剧保护发展规划（2023-2027）》，
培育省级非遗工坊10个，推出非遗商

品800种以上。
推进“江南文化探源”研学旅行产

业试验区建设，建成产品发布中心，研
发“何以湖州”等20项研学产品，培
育认定10个“江南文化大学堂”研学
基地、20位研学导师、5家研学旅行创
新企业，推动全市各级研学旅游基地全
年接待游客 1000 万人次以上，打响

“江南文化探源”研学品牌。

传承发展
擦亮江南生态文化“金名片”

持续开好“村游富农”班车，建设50家农
旅融合式“共富工坊”，打造10个“村游富
农”绿色共富示范区，争创全国乡村旅游重点
村1个，新创建省级乡村旅游重点村5个、重点
镇3个，争创省5A级景区城1个、4A级以上景
区镇3个。推进新时代乡村旅游产业融合发展
试验区建设，探索乡村旅游项目分红新模式。
制定出台《未来民宿建设指南》地方标准，培
育民宿集聚区10个。深化文化和旅游促进精神
富有，推动人均接受文化场馆服务次数指标在
全省领先领跑，推动城乡有线数字电视4K超高
清光纤网络覆盖率100%。

聚力提升文旅服务质效，升级“湖州度
假”平台，上线“村游富农”“数字文化家园”
等重大应用，推动平台用户数增长超50%，日
均点击量破万次。打造10家服务标准化旅游饭
店、10家诚信经营娱乐场所、10家品质示范旅
行社，培育100名管理精英，推动全年旅游投
诉同比下降15%以上。夯实文旅安全基石，推
动“安心游”“安心玩”“安心营”全域落地，
推动非A级景区新业态项目纳入安全监管序
列，实现文旅企业安全服务检查“全覆盖”。高
标准建成全市文物数字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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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共富
勾勒文旅幸福生活“新图景”

深入实施文旅高峰塑造工程，优化
产业招商布局，全力推进太湖龙之梦、
矿坑运动乐园等重大项目建设，总投资
规模达到2000亿元以上，力争全年完
成投资300亿元以上。串珠成链打造生
态文化体验带，深入推进大运河（湖州
段）诗路文化带、南太湖百里观光大
道、“浙北秘境”乡村度假产业协同区
建设，高标准完成150个省级“微改
造、精提升”示范点验收认定，开展零
碳旅游度假产业发展试点。

争创国家文旅消费示范城市，出台
《支持旅游企业创新经营促增收政策》，
加快实施文旅融合“五百五千”工程三
年行动计划，推出一批特色美食街区

（镇）和旗舰店、特色旅游商品、文旅
市集、文化秀和精品民宿，新增数字化
文旅产品（场景）300个以上，争创国
家和省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1
家以上。

串珠成链
构建现代文旅产业“生态圈”

持续优化城乡文化空间布局，启动
市博物馆新馆展陈大纲设计，市美术馆
东馆开放运营，新建城市书房17家、文
旅驿站15家（含文化驿站7家），乡村博
物馆22家，打造“15分钟品质文化生活
圈”187个。实施“湖式生活·文化主理
人”运营模式，持续探索推广乡村博物
馆、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社会化运
营试点。全年送戏下乡不少于360场
次、送书不少于7.2万册次、送展览讲座
不少于400场次，开展“文化走亲”等
群众性文化活动不少于1000场次。

深入实施文艺精品攀峰计划，创作
文艺精品不少于100件，成立“艺心一
艺”全民艺术普及联盟。健全“文艺赋

美”常态化管理机制，在重点商圈、文
化特色街区、社区文化空间、旅游景
区、乡村旅游集聚区等打造100个以上
流动展示点，全年开展活动不少于
1万场次。

惠民悦民
开启公共文化服务“新模式”

加速文旅深度融合 讲好诗与远方湖州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