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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温鹿政办〔2021〕35 号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鹿城区瓯江山水诗路建设三年行动

计划（2021-2023 年）的通知

各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区政府直属各单位：

《鹿城区瓯江山水诗路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 年）》

已经九届区政府第 53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

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8 月 25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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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城区瓯江山水诗路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2021-2023 年）

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大花园大都市区建设行动计划，根

据《浙江省大花园建设行动计划》（浙委发〔2018〕23 号）、

《浙江省诗路文化带发展规划》（浙政发〔2019〕22 号）、《瓯

江山水诗路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浙四大建设办

〔2021〕7 号）、《温州市瓯江山水诗路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2021-2023 年）》（温政办〔2021〕41 号）等文件精神，高标

准打造鹿城瓯江山水诗路文化带，特制定本计划。

一、总体要求与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对标“重要

窗口”目标定位，挖掘千年古城、山水诗源、田园乡情、永嘉之

学、百工百艺、红色浙南六大文化主题，擦亮诗路古村、文化名

山、人文水脉、文化遗址公园、名城古镇、文化产业平台等六大

类诗路“珍珠”，串“珠”成“链”，凝炼彰显“灵秀瓯江，山

水诗源”的文化内涵，打造标志性文化景观，推动诗路文化的创

造性和创新性发展，实现诗路文化的活态传承、物化展示和精神

升华。

争取到 2023 年，鹿城瓯江山水诗路文化带建设成效显著，

实现文化及相关特色产业增加值 96.92 亿元，旅游产业增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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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亿元，新增全域旅游示范区 1 个，打造文化和旅游“金名片”

4 张，创建“美丽河湖”3 条（个）。初步建成具有鹿城辨识度

的中国山水诗词研学圣地、山水诗画黄金旅游目的地、秀山丽水

生态养生福地、高品质生活富民经济高地，进一步打响“千年东

瓯国 诗画白鹿城”主题品牌，为打造全省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

样板地、国内知名旅游目的地、国际化休闲度假旅游城市核心区

奠定扎实基础。

专栏 1 瓯江山水诗路建设行动主要目标

主要指标
2020年
预计

2023年
目标

文化及相关特色产业增加值（亿元） 65.42 96.92

旅游产业增加值（亿元） 87 100

新增全域旅游示范区数量（个） / 1

4A 级以上景区数量（个） 2 3

4A 级以上景区镇数量（个） 9 11

省级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数

（项）
15 15

文化和旅游“金名片”（张） / 4

美丽河湖数量（条/个） 1 3

新建、改扩建旅游厕所（个） 12 30

数字诗路文化体验馆（园）（个） / 1

二、凝练彰显诗路文化内涵

深入发掘瓯江山水诗路的历史人文底蕴，梳理千年古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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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诗源、田园乡情、永嘉之学、百工百艺、红色浙南六大文化主

题，凝练彰显“千年东瓯国 诗画白鹿城”的文化内涵，打造区

域文化高地。

（一）千年古城。通过对历史文化名城、街区的修缮、提升

和创建，加强古城景观、文化遗址、人文遗迹保护利用，重点复

兴五马-墨池历史文化街区、庆年坊历史文化街区、朔门历史文

化街区等一批诗路名城古镇，全面展现地域特色鲜明、文化气息

浓郁、引领现代慢生活的鹿城古城新韵。（责任单位：*区历史

文化街区建设服务中心、区委宣传部、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鹿城分局、区文联、区

文旅传媒集团）

（二）山水诗源。通过对山水自然生态系统保护修复，以历

代诗人行迹为标识，充分开发诗路“山”“原”“江”“湖”“河”

“海”各类景观、历史文化、休闲运动，形成“山水相依、古今

贯通、天人合一”的文化之路。建设一批山水诗画展馆，争取成

为中国诗词大会分会场，举办江心屿金秋文化节等品牌活动，提

升“塘河夜画”大型山水实景演艺，培育瓯江山水诗 IP。重点

实施古城九山等诗路文化名山景区的提升（扩容）工程项目。大

力推进水环境综合整治，美化瓯江等诗路人文水脉，加快江心屿

码头改造提升和东园西园改造提升等一批重点项目建设。（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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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区历史文化街区建设服务中

心、区委宣传部、区住建局、区农业农村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鹿城分局、市生态环境局鹿城分局、区文联）

（三）田园乡情。抢救保护古村落、古民居、传统习俗风物，

挖掘提升山福镇驿头村等一批文化古村，加强历史遗迹、非物质

文化、传统工艺的保护、传承和开发，实施美丽田园、民俗活动、

特色产品等系列工程，结合新时代美丽乡村建设打造一批文化底

蕴丰厚的诗路古村，全面展现适合“诗意栖居”的乡土风情。（责

任单位：*区农业农村局、*山福镇、区委宣传部、区住建局、区

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区文联）

（四）永嘉之学。鹿城名人辈出，山水诗鼻祖谢灵运、一宿

悟道的永嘉大师玄觉、事功思想的集大成者叶适、新文化运动巨

擘郑振铎、一代词宗夏承焘、新中国文物考古事业奠基人夏鼐等

瓯越名人文化孕育于鹿城的奇山异水之间，具有浓郁的地域色彩

和独特的精神品质，生动阐释了人文创造与自然环境的关系。通

过对谢灵运、永嘉大师、叶适等历代名人的故居墓碑、书院题刻、

宗祠族谱、文献著作的保护利用，全面呈现瓯越文化经世致用、

义利并举、兼容并蓄、创新拼搏的深厚底蕴。提升江心屿等山水

诗路标志性景区和建筑，精心打造以体验谢灵运山水游行迹为基

础的一批诗路精品旅游与研学路线、名人博物馆。注重对永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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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弘一法师等佛道名人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提升松台山、华

盖山、江心寺等佛道胜迹，深入挖掘养生文化，开展文旅特色活

动，让瓯越名人的璀璨历史光耀当代。（责任单位：*区文化和

广电旅游体育局、*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区历史文化街区建设服

务中心、区委宣传部、区委统战部〈区民宗局〉、区教育局、区

住建局、区文联）

（五）百工百艺。鹿城百工齐放，竹丝镶嵌、温州莲花、彩

石镶嵌、拦街福、绸塑、发绣、石雕等，汇聚为璀璨的百工文化；

鹿城又是歌舞之乡，瓯剧、温州鼓词等戏曲演艺种类繁多，在民

间有着丰厚的土壤。通过整合鹿城百工百艺文化资源，加强非遗

保存、传承和传播工作，建立一批传统技艺传承发展基地，形成

一批具有示范效应的百工产业集群。鼓励瓯剧、温州鼓词等地方

戏剧曲艺发展，定期组织开展戏曲活动、公开表演等。组织非遗

项目进课堂活动，使非遗得到有效传承。推进非遗融入现代生活，

融入乡村振兴，融入全域旅游。推进非遗与创意设计融合，鼓励

和支持非遗衍生品研发。（责任单位：*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

局、区委宣传部、区经信局、区教育局、区住建局、区文联）

（六）红色浙南。鹿城红色旅游资源丰富，有温州革命烈士

纪念馆、温州革命历史纪念馆、英国驻温州领事馆旧址、永嘉战

时青年服务团、新四军驻温州采购处、田塘头革命纪念园等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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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遗址。谋划“红色资源”与“生态资源”“研学资源”整合

开发，深挖红色文化内涵和教育功能，推进新四军驻温州通讯处

旧址红色纪念点布展工程、温独支成立遗址、申江旅馆等重点项

目建设，打造一批红色文化村落，促进革命文物活化利用，创新

推进红色资源价值向红色教育产业转变，打造长三角地区乃至全

国重要的红色教育基地，做大做强红色文化旅游产业。（责任单

位：*区委宣传部、*区历史文化街区建设服务中心、区委组织部、

区发改局、区住建局、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区文联）

三、挖掘擦亮诗路珍珠

围绕千年古城、山水诗源、田园乡情、永嘉之学、百工百艺、

红色浙南六大文化主题，擦亮诗路古村、文化名山、人文水脉、

文化遗址公园、名城古镇、文化产业平台六大类诗路“珍珠”，

培育“江心诗岛、五马诗街”等诗路主题系列文旅品牌，实现文

化重光，推动文旅融合、产业振兴和富民惠民，使之成为瓯江山

水诗路建设的集中发力点。

根据上位规划，按照代表性、特色性、关联性、体验性、前

瞻性的原则，梳理出诗路上极具鹿城代表的文化节点，作为首批

拟重点擦亮的“珍珠”，并不断迭代完善。通过三年行动，不断

挖掘擦亮诗路“珍珠”，形成“百花齐放”格局，成为“诗画浙

江”建设和鹿城文化高地建设的重要标志。



— 8 —

1．诗路古村：驿头村

2．文化名山：古城九山

3．人文水脉：瓯江（市区段）、江心屿、温瑞塘河

4．文化遗址公园：谢灵运文化公园、永嘉学派文化公园、曹

湾山遗址公园

5．名城古镇：五马-墨池历史文化街区、朔门历史文化街区、

庆年坊历史文化街区

首批拟重点擦亮的诗路“珍珠”名单（11 个）

（一）保护振兴一批诗路古村和美丽乡村。结合“未来乡村”

“两带一园”建设，实施“百村复兴”“拯救老屋”等行动，提

升古村落人居环境，建设文明风雅诗路名村。挖掘、保护和提升

驿头村等一批文化底蕴丰厚的诗路文化古村和美丽乡村。重点建

设金岙谷乡村休闲项目，建设度假酒店、亲子乐园、花园果园等

项目，配套联网农村道路、环境整治、金岙溪河道治理等项目，

提升中加友谊馆、让平故居的文化内涵，打造休闲度假民宿区。

推进沿线村庄建设农村文化礼堂和乡村文创街区，开发农事体

验、乡土文化体验、生态旅居度假，打造具有诗路韵味的新时代

美丽乡村。到 2023 年，建成 3A 级景区村 18 个，沿线三分之一

以上行政村达到新时代美丽乡村精品村标准。（责任单位：*区

农业农村局、*山福镇、区委宣传部、区住建局、区文化和广电

旅游体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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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聚力打造一批诗路文化名山。重点实施古城九山等诗

路文化名山景区的提升（扩容）工程项目，重点挖掘松台山、积

谷山、华盖山、郭公山、海坛山等“九山”各具特色的文化内涵，

充分展示九山与谢灵运、郭璞、永嘉大师、叶适、弘一法师等历

史文化名人的关联，加强对名寺古刹、宗祠古宅、摩崖石刻等历

史古迹保护，挖掘提升仙山传说、名人故事等文化元素，推进旅

游景区提质增效，创作若干有影响力的诗路文化实景演艺产品，

开发一批休闲度假和健康养生产品。（责任单位：*区文化和广

电旅游体育局、*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区历史文化街区建设服务

中心、区委宣传部、区委统战部〈区民宗局〉、区住建局、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鹿城分局）

（三）美化提升一批诗路人文水脉。提升诗路骨干水道的通

航能力和景观功能。围绕瓯江、温瑞塘河、江心屿等具有标志性

意义的文化水脉，深入推进“五水共治”，保护修复水上诗路沿

线的古桥、古渡口等文化遗址，建设沿河（江、溪）绿道，有序

实施河湖两岸亮化美化工程。加快瓯江路道路及景观改造提升建

设进度，重点实施江心屿等核心景区提升改造，突出“中国诗之

岛”主题，加快建设谢灵运文化公园，进一步做强谢灵运 IP 形

象。（责任单位：*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区综合行政执法

局、区住建局、区农业农村局、区温瑞塘河工程建设中心、市生

态环境局鹿城分局）

（四）挖掘建设一批文化遗址公园。加强文化遗址的挖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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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布局和诗路文化有关的遗址公园、专题博物馆等。高标准

建设谢灵运文化公园、永嘉学派文化公园、曹湾山遗址公园等。

建设一批山水诗路专题博物馆，支持沿线博物馆设计和布局诗路

文化主题展，利用数字化、多媒体技术，提高文化遗产的展示利

用水平。（责任单位：*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藤桥镇、区

委宣传部、区委统战部〈区民宗局〉、区住建局、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鹿城分局）

（五）复兴再现一批诗路名城古镇。整合沿线现有资源，编

制名城古镇保护专项规划和行动计划，推进历史文化名城、名镇

和街区中历史建筑的保护修缮与活化利用。重点推进鹿城五马—

墨池历史文化街区、朔门历史文化街区、庆年坊历史文化街区等

改造提升工程，串联“山”“城”“江”“屿”等元素，挖掘街

区独有特色，重塑街区历史文化，实现街区复兴重光。（责任单

位：*区住建局、*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区委宣传部、区发改局、区历史文化街区建设服务中心、区文旅

传媒集团）

（六）发展壮大一批文化产业平台。充分整合百工百艺文化

资源，培育非遗传承发展基地，搭建文化产业服务平台。建设一

批诗路创意产品设计研发中心，形成黎明 92 创意街区、浙江创

意园、温州工艺美术大师楼、智慧谷文化创意园、温州时尚智造

设计中心等一批具有示范效应的文创产业集群。积极参加温州国

际时尚文化产业博览会、温州国际设计双年展、“市长杯”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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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大赛等文化产业相关的展会、展赛，加强诗路文化及相关产

业项目的交流、展示和合作。通过数字赋能，推动瓯剧、温州鼓

词等非遗项目与旅游、摄影、影视、动漫、游戏等产业融合发展。

（责任单位：*区委宣传部、区府办〈区大数据发展管理局〉、

区发改局、区经信局、区科技局、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

四、多措并举“串珠成链”

推进文脉串“珠”，强化精品淬炼；推进交通串“珠”，建

设美丽通道；推进游线串“珠”，建设文旅大景区；推进数字串

“珠”，构建智慧诗路，实现瓯江山水诗路串“珠”成链的新格

局。

（一）推进文脉串“珠”。系统开展瓯江山水诗路文化挖掘

研究，加强对鹿城诗学、戏剧、书法、绘画、音乐、谱牒、民俗、

陶瓷等专门史的研究，高质量编纂出版《温州老照片 4》《诗画

江心屿》《江心屿诗词选》等山水诗路文化系列丛书。对接国内

外优秀导演团队，积极谋划创作诗路山水实景演出项目 3 个以

上，打造诗路文化演艺核心品牌；鼓励古镇、古村和 4A 级以上

景区积极打造文化演艺节目，展现传统戏曲、音乐、舞蹈、民俗

等独具地方魅力的非遗项目。加强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美

术馆、非遗综合展示馆、文化驿站、故居旧址、宗族祠堂、名胜

古迹和社科普及基地等设施建设，整合建成一批诗路文化普及基

地。加强诗路沿线文化交流合作，积极参与全省诗路沿线诗路作

家联盟、剧院联盟、博物馆联盟等，支持院校、科研机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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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团等创建诗路文化研究交流合作平台，推进诗路文化产业协

同发展。（责任单位：*区委宣传部、区委统战部、区文化和广

电旅游体育局、区文联）

（二）推进交通串“珠”。进一步完善高铁、通用机场、高

速公路和区域公共交通的联网接驳，规划实施“景区道路最后一

公里”工程，打造具有瓯越文化韵味的名胜风景道。依托瓯江、

温瑞塘河等诗路骨干水道，保障航道通航能力，实施景观功能提

升，规划好瓯江—楠溪江、温瑞塘河—瑞平塘河等一批精华人文

水道，充分展现水道作为古代交通和诗路文化主要载体的历史风

貌。以自然人文景观和休闲设施为节点，推动诗路绿道规划和建

设，打造滨水慢行绿道和骑行绿道，形成串联城乡的游憩、休闲、

绿色的开敞空间。紧密结合文化资源，做好亭、台、碑等文化小

品的嵌入，形成分等级的文化驿站布局，弘扬沿线特色文化。完

善浙江“智慧古道”平台诗路地方子平台建设，提供诗路重点古

道智能行程规划、导览等服务，推动古道智慧出行。高标准打造

山水诗路沿海风景道、山水诗源瓯江风景道。（责任单位：*区

交通运输局、区发改局、区住建局、区农业农村局、区文化和广

电旅游体育局、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区温瑞塘河工程建设中心、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鹿城分局）

（三）推进游线串“珠”。依托谢灵运行迹、景观资源、非

遗技艺和红色资源，谋划打造“谢客寻踪”诗路之旅、永嘉学派

溯源之行等 10 条有影响力的精华旅游线路。依托温州作为“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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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斗城”的历史文化底蕴，做好“名城”旅游大文章。将“山”

（老城区郭公、海坛、华盖、积谷、松台五山，景山、吹台山、

大罗山等）、“屿”（江心屿）、“城”（华盖山城墙遗址、朔

门城墙遗址、谯楼遗址等）、“街”（历史文化街区及历史建筑）、

“井”（二十八宿井）、“馆”（名人纪念馆、专题博物馆、公

共文化服务场馆等）、“食”（以瓯菜为主的特色美食）等资源

加以串联整合，形成以集中展示温州历史文化为目的的古城游

线。依托诗路驿站及特色小镇，积极探索旅游产业化的新路子，

提升沿线集散中心、游客中心、诗路驿站、旅游厕所、停车场等

设施，大力推进民宿旅游、休闲旅游和康养旅游。（责任单位：

*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区委宣传部、区教育局、区交通运

输局、区商务局）

（四）推进数字串“珠”。结合全省“数字诗路”平台建设，

打造一批文物古迹影像、文化声音等数字博物馆，实现诗路文化

基础数据和资料的数字化展示。以江心屿 VR 版虚拟仿真软件开

发为抓手，加快建设以数字诗路文化体验馆（园）为中心的“瓯

江山水诗路”数字文旅平台，推进数字文化产业研发基地、影视

动漫游戏创意人才集聚平台、文旅融合示范基地（乡村文创街区）

建设。到 2023 年，“数字诗路”在文化教育、文创产业、智慧

旅游等领域得到全面推广应用，建成数字诗路文化体验馆（中国

山水诗永久会址）1 个。（责任单位：*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

区府办〈区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区委宣传部、区发改局、区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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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局）

五、创新助推高质量发展

充分挖掘诗路文化价值，激活文化基因，利用“互联网+”、

大数据等现代高科技手段，古为今用，传承创新，积极探索文化

赋能的转化路径，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促进

文旅融合，推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的全面发展。

（一）培育壮大诗路文化和旅游产业。一是大力发展文化产

业。以各级各类非遗项目名录为基础，推动竹丝镶嵌、彩石镶嵌、

绸塑、发绣、石雕等传统工艺产品与旅游市场、展会活动、电商

平台等相结合，促进传统工艺发展振兴。二是促进诗路文化和旅

游融合。实施全域旅游“微改造，精提升”工程，围绕“月光经

济”推进夜间旅游开发，形成一批示范点，打造一批文化和旅游

“金名片”。加快智慧旅游平台建设，探索开发景区虚拟体验、

行程制定推荐、景区客流量预警、产品预约和支付、景区精准定

位、景区智能停车功能等智能模块，打造一批云旅游、云演艺、

云娱乐、云展览等沉浸式、体验型数字旅游产品。（责任单位：

*区委宣传部、区发改局、区经信局、区科技局、区商务局、区

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

（二）创新体制机制加强市场培育。一是培育文旅新业态做

大文旅消费市场。深化诗路沿线相关消费刺激的政策措施，依托

“山水斗城”“江心诗岛”等特色 IP，沿线培育打造业态多元、

服务多元、场景多元的经济形态。以诗路“珍珠”为核心，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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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夜间经济集聚区及特色购物街区，丰富夜间文旅业态，促进

文化和旅游消费。二是加强市场主体引育做强文旅品牌。以文化

制造、旅游管理、活动运营、会展策划、康复疗养等为重点，强

化文旅优质项目招引。引进和培育一批知名文旅企业及文旅品

牌，包括国际文旅组织与办事机构、知名旅游运营商、品牌连锁

酒店、国际重要赛事等在鹿落户，创作若干有影响力的诗路文化

实景演艺产品。（责任单位：*区委宣传部、区发改局、区民政

局、区商务局、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区卫生健康局、区投

资促进服务中心）

（三）加快数字化改革打造数字文旅新服务。以数字社会系

统建设为支撑，以更好满足群众文化和旅游需求为目标，系统谋

划数字文旅新服务平台建设，高标准设计、打造一批场景应用。

依托“浙里好玩”“浙里有戏”“浙里悦读”公共服务系统，用

好“城乡艺网”互联网服务、“E 游温州”，建设文旅大数据平

台、i 鹿城等，依托“礼堂家”农村文化礼堂应用，完善文化点

单功能，推进文化系统注册用户数据的跨平台互通，通过数字赋

能全面提升老百姓文化娱乐体验，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责任单

位：*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区府办〈区大数据发展管理局〉、

区委宣传部、区委办〈区委改革办〉、区发改局、区教育局、区

农业农村局）

（四）大力开展诗路文化普及传播。一是加强诗路文化进校

园活动。建立中小学生定期参观博物馆、纪念馆、遗址等公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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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机构的长效机制。积极开展诗路文化研学游，打造鹿城特色品

牌，深入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艺术进校园、课堂等活动。二是

加大各类媒体宣传力度。依托主流媒体，策划推出诗路文化报道

的专版、专栏、节目等系统性报道，扩大诗路文化品牌的影响力。

整合各部门网络资源，建设诗路文化网络平台。创新网络和新媒

体宣传，力争打造一批“现象级”新媒体产品，促进特色旅游资

源、优秀文艺作品的多平台展示、多终端推送。三是多渠道推进

诗路文化普及。配合实施“诗路故事”对外传播计划，用好瓯江

山水诗路普及读物。创作出版一批瓯江诗路主题的艺术宣传作

品，举办主题文化活动，提高群众参与度，打响瓯江山水诗路文

化节庆等。（责任单位：*区委宣传部、区融媒体中心、区发改

局、区教育局、区商务局、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

（五）积极推进诗路文化交流合作。一是深入参与区域文化

交流合作。积极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和浙皖闽赣国家生态旅游协作

区建设，建立文化、教育、旅游、生态、市场资源的跨省互动交

流、共建共享机制。加强与省外城市联合打造山水诗精品旅游线

路。二是开展诗路文化“走出去”行动。巩固拓展国际友好城市

文化交流平台，鼓励参与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建设。依托鹿城华侨

遍布世界各地的资源优势，搭建政府和民间多种对外交流渠道和

活动平台，重点拓展诗路对外文化交流、诗路对外文化贸易项目，

传递温州好声音，传播诗路文化亮点。（责任单位：*区委宣传

部、区委统战部、区发改局、区商务局、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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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

五、保障措施

（一）强化协调推进。成立鹿城区推进瓯江山水诗路建设工

作领导小组，由区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相关分管区领导任副组

长，区级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领导小组下设综合协调小

组、文化研究小组、交通串“珠”小组、文化产业推进小组、数

字建设小组等 5 个工作小组。成立专家委员会和智库联盟，加强

智力支撑。（责任单位：区级各有关部门）

（二）强化要素保障。加大财政要素保障，区财政安排诗路

文化带建设资金，纳入年度预算。适当增加区本级文化、旅游等

产业资金规模，依照有关资金管理办法向诗路重点项目倾斜。创

新投融资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建设。加大土地要素保障，鼓

励利用存量用地用房发展文化产业，属于新产业、新业态的，可

实行继续按原用途和土地类型使用土地的过渡期政策。加强人才

要素保障，建立瓯江山水诗路人才库，出台人才扶持政策，加快

引育一批紧缺型团队或人才。（责任单位：区委组织部、区委宣

传部、区发改局、区财政局、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鹿城分局）

（三）强化督查考核。山水诗路文化带建设工作作为区政府

主要领导重中之重的工作，有关实施主体每月向牵头单位报送重

点任务、重点项目进展情况。结合省、市诗路文化带建设任务的

落实情况和我区诗路文化带建设方案的完成情况，对区直单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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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镇等有关实施主体进行督查通报、量化评价。（责任单位：区

委办、区委宣传部、区发改局、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

附件：1．鹿城区瓯江山水诗路重点建设项目表（2021-2023）

2．鹿城区瓯江山水诗路建设 2021 年重点工作任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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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鹿城区瓯江山水诗路重点建设项目表（2021-2023）
一、文化景观类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建设
单位

建设
性质

建设内容
建设
期限

2021 年形象进度 总投资

开工至
2020 年
底累计完
成投资

2021
年计
划投
资

2021-202
3 年计划
投资

（一）文化名山

1
九山公园-松
台山历史文化
提升改造工程

区综合行
政执法局

新开
工

连接禅街历史文化街区西延,打造松台山历史文化

新亮点,提高旅游吸引力,对九山-松台山 17 万平方绿地
进行历史文化挖掘、夜景灯光秀、绿地景观及基础设施
等进行综合提升改造，永嘉大师纪念馆围墙改造和松台

广场永嘉大师文化设施提升。

2021-
2022

10 月完成公园
主体项目内容建设

11092 0 7764 11092

（二）人文水脉

2
江心屿改造提
升工程（东园）

区文化和

广电旅游
体育局

续建

项目总用地面积 283089 平方米（折合约 424.6 亩），

建设内容包括土建、驳岸景观提升、水质净化、音画剧
设备系统等。

2019-
2022

6 月份完成清辉

浴光区块建设，整体
工程进行验收

26783 18000 4000 8000

3
江心屿码头提

升改造工程

区文化和

广电旅游
体育局

续建

由江心屿南码头和江心屿北码头两部分组成，本次
提升改造分为两期，其改造提升的主要内容为码头设施

提升改造、管理用房提升改造；本工程共 6 个泊位，江
心屿南码头 4个泊位，占用岸线 185 米。江心屿北码头 2
个泊位，占用岸线 92 米。

2020-

2023

完成南码头泊

位、岸线、管理用房
建设；购置游船 1 艘

7293 2143 2000 5150

4

江心屿改造提

升工程（东园
二期）

区文化和

广电旅游
体育局

新开
工

主要内容包括外立面改造提升工程、夜游亮化改造

提升工程、视频监控系统改造提升工程、共青湖游湖改
造提升工程、文化提升工程、绿化景观等零星内容提升
工程等 6 个方面内容。

2021-
2023

12 月前完成工程量

的 30%，完成“两馆”
外立面、智能监控和
灯光

7292 0 2400 7292

5
江心屿西园改
造提升工程

区旅游发
展投资有
限公司

新开
工

总用地面积约 560 亩，总体设计定位为现代山水诗

词仙境的诗园今韵，涉及建筑、景观、绿化、码头设施、
文化、旅游、公共艺术等。重点打造地标性文化建筑—
—山水诗文化总馆，以及谢灵运文化公园、弘一法师纪

念馆等文化业态。

2021-
2025

计划9月份开工建设 56570 0 1000 3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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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名称
建设
单位

建设
性质

建设内容
建设
期限

2021 年形象进度 总投资

开工至
2020 年
底累计完
成投资

2021
年计
划投
资

2021-202
3 年计划
投资

（三）文化遗址公园

6
曹湾山遗址公
园改造提升工

程
藤桥镇 续建 建设曹湾山遗址公园及提升周边配套设施。

2020-
2023

完成遗址公园

绿化，周边道路及环
境提升，周边村居外
立面改造，电力管线

上改下等

2600 1000 500 1600

7
永嘉学派文化

公园

市城发集

团名城公
司、区文旅
传媒集团

前期
以叶适墓所在地海坦山、海坦广场为建设地点，对

周边环境进行文化提升，建设永嘉学派展示馆。
2022-
2024

8 月前形成初步

方案并明确实施主
体，年内完成前期工
作

（四）名城古镇

8

温州解放街和
五马历史文化

商圈南片区二
期（纱帽河、
柴桥巷、登选

坊）改造提升
工程

区历史文

化街区建
设服务中

心

续建

主要工程内容包括道路与街巷两侧建筑立面修复、

改造提升，路面改造铺装、市政设施改造建设，建筑亮
化及其附属工程，古城文化精髓植入等。道路整治改造
长度约为 2450 米，涉及房屋建筑面积约 18.6 万平方米。

2020-
2022

7 月完成纱帽河

立面改造，10 月完成
登选坊、柴桥巷序化
提升，12 月基本完工

16995 3000 5000 13995

9

瓯江路道路及
景观改造提升
工程（望江路

下穿工程）

区综合行
政执法局

续建
计划在解放街一侧布置城墙历史博物馆及游客接待

中心展示温州古城文化；利用历史史料将原瓯海关进行
复建；新建温州鼓词馆。

2018-
2023

全年计划完成
35%（支护、开挖及
部分底板施工）

129591 22700 17000 106891

10
朔门历史文化
街区改造提升

项目二期

市城发集

团名城公
司、区文旅
传媒集团

前期
朔门二期项目总用地面积约 5 公顷，范围为打绳巷

及二中以北，朔门一期以南，主要进行历史文化街区的
房屋修缮、基础设施建设等。

2021-
2024

完成拆迁征收
前期工作

220000 0 500 200000

11
花园巷片区改

造提升项目

区历史文
化街区建

设服务中
心

前期

总用地面积约 1 万平方米，花园巷片区房屋改造提

升，街巷路面、市政设施改造提升，景观亮化、导视系
统及其他附属工程等。

2022-

2026
前期研究 70000 0 0 3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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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名称
建设
单位

建设
性质

建设内容
建设
期限

2021 年形象进度 总投资

开工至
2020 年
底累计完
成投资

2021
年计
划投
资

2021-202
3 年计划
投资

（五）诗路古村（美丽乡村）

12
金岙谷乡村休

闲项目

温州市金
岙谷文化
创意开发

有限公司

续建
重点建设金岙-驿头田园综合体，以金岙谷乡村休闲

项目为核心，打造一流民宿度假区，政府配套建设基础

设施。

2020-
2022

83栋度假别院70%达
到交付条件，亲子酒

店主体完成。

35000 13000 6000 22000

（六）诗路交通

13

104 国道温州
西过境永嘉张

堡至瓯海桐岭
段改建工程
（鹿城段）

区交通运
输局

续建
全长约 9.8 公里，双向六车道一级公路兼顾城市道

路功能。
2014-
2021

主体建设基本完成
292367 247330 10000 10000

14
330 国道鹿城
官岭隧道改建

工程

区交通运

输局
续建 全长 2.52 公里，双向四车道一级公路。

2019-

2022

完成路基 80%、隧道

70%、涵洞 85%。
30958 23842 5000 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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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化研究类

序号 名称 责任单位 时间 文化主题 内容简介

1 《江心诗词选》
区文化和广电旅游
体育局、区旅游发
展投资有限公司

2021 山水诗选编
对江心屿历代诗词系统整理，选出百首精品，并对其中经典

60 首进行文字注释、赏析短文、最后将成果出版为《江心屿诗
词选》，印刷 1万份，发放至鹿城各中小学、酒店、景区等处。

2 《诗画江心》

区文化和广电旅游

体育局、区旅游发
展投资有限公司

2021
人文景观图

册
以一种图文并茂而又不乏内涵的形式来表现江心屿的自然

之美、人文之美，达到雅俗共赏的阅读效果。

3
《江心诗魂--文化鹿城

专刊》
区文化和广电旅游

体育局
2021 文史研究

从不同角度、分不同专题对江心屿历史文化进行梳理，并进
行实地调研。通过调查梳理，辅以人物访谈、对比研究等，最终
形成相关图文资料，并选择合适内容结集成《文化鹿城》江心屿

专辑，印刷 2000 册。

4 《曾衍东》
区委宣传部、区社

科联
2021 文史研究

在检索历代名宦、学者、画家、诗人与温州之缘时，曾衍东、
七如、七道士等字跃入眼帘，其实都是同一人的字号。本书分七

如简略、书画作品、铁耕偶存（印谱内容、温博馆藏孝经及其他
印章）、日长随笔（影印作品）、题画小品、哑然诗句、古榕杂
缀、七如诗抄、小豆棚集、年谱简编、作品简目等十一个篇章，

对曾衍东进行系统研究、梳理，所录的诗文约 28 万字左右，书
画作品约 80 幅左右，扫描影印的文字内容约 80 页左右，篆刻作
品约 200 余方约 8 面。

5 《温州老照片 4》
区委宣传部、区社

科联
2021-2022 文史研究

自 2011 年开始，《温州老照片》已经陆续出版了三本，展
示了温州自 1877 年至 1978 年一百年间 1200 多张珍贵的历史老

照片。《温州老照片》系列的历史图片，被社会各界广泛使用，
为温州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创建、瓯江诗路文化带建设以及新闻媒
体的宣传提供了大量的历史资料。经过这几年的深度挖掘和向海

内外的广泛征集，温州老照片又有新的积累，可以谋划编辑出版
《温州老照片》第四本，尽量让亲历者或后人撰稿，具有史料性，
丰富照片背后的故事，并将之与鹿城文化街区的改造提升起到紧

密配合作用。

6
《浙江文史记忆-鹿城

卷》

区委宣传部、区社

科联
2021-2022 文史研究

是一本讲述鹿城人文故事的书，从历史发端，下至 1949 年，
以史为基础，侧重于人文、文脉方面，以故事方式或生动文字讲

述鹿城数千年的“史脉”，叙述历史演进、历史人物、历史事件
和历史文脉，生动展示鹿城文明史、文化风采、精神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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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责任单位 时间 文化主题 内容简介

7 《五马儒英》
区委宣传部、区社

科联
2022 文史研究

温州“五马历史文化商圈”是“瓯江山水诗路”重要节点，
是温州城区商业文化、人文景观积淀的风貌带。拟编撰的《五马
儒英》，图文结合（约 5 万文字、500 多张图片），计划分先哲

闻道、瓦子行肆、履迹芳声、风雨故事、街巷阡陌等五个篇章以
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照片、手迹、图表、地图、史料等多方面），
图文并茂的形式，打开“五马历史文化商圈”二千多年的历史文

化档案，展示历史上的人与事，使读者通俗易懂，贴近百姓生活。

8 《山水斗城》
区委宣传部、区社

科联
2022-2023 文史研究

从历史遗存、水乡水系、名山名园、艺文习俗、名人旧居、
宗教建筑等方面，梳理和呈现斗城千年文化。

9
瓯江流域城置邑治文化
与氏族发展文化研究

区社科联 2022-2023 学术研究

本研究试图通过对瓯江流域的数十座千、百年所形成的典型
城邑和数十支典型氏族发展案例梳理，解构瓯江流域文化创生的

人文基因密码，并探讨：瓯江流域的文化建立与文明建设，瓯江
原住民传统图腾思想观、地方传统信俗观、天文地理传统宇宙世
界观、传统伦理科学观等体系原理的基础学脉，为瓯江山水诗路

文化建设的提供学理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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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旅活动类
序
号 活动名称 地点 时间 主办单位 承办单

位 层级 文化主题 活动内容

1
中国诗词

大会
鹿城 中央电视台

市委宣
传部、区
文化和

广电旅
游体育

局

国家

级

大型演播室文化益

智节目

节目以“赏中华诗词、寻文化基因、品生活之美”为
基本宗旨，力求通过对诗词知识的比拼及赏析，带动全民

重温那些曾经学过的古诗词，分享诗词之美，感受诗词之
趣，从古人的智慧和情怀中汲取营养，涵养心灵。

2
江心屿金
秋文化节

鹿城
每年
10-12
月

区委区政府

区委宣
传部、区
文化和

广电旅
游体育
局、区文

联、鹿城
农商银

行

区级

活动以“又见鹿城
幸福生活”为主题，按照
“一岛”“两街”“多园

多点”空间布局，将江心
屿、五马街、塘河等亮点
区域串珠成线，隆重推出

诗画江心、古街戏韵、书
香墨缘等五大版块活动
内容

活动以“又见鹿城 幸福生活”为主题，按照“一岛”
“两街”“多园多点”空间布局，将江心屿、五马街、塘

河等亮点区域串珠成线，隆重推出瓯江诗画、古街戏韵、
书香墨韵、悦动鹿城、城市乐游五大板块，具体含江心屿
金秋文化节启动仪式、城市新阅读“十二城记”、戏剧体

验系列活动、林斤澜文学论坛、墨香书缘系列活动、侨文
化主题街市等 17 个项目、41 场活动，真正让文化与金秋相
伴、与城市共舞、与市民共享。

3

历史文化
街区国庆

市民体验
活动

鹿城

每年国

庆节期
间

区委区政府

区历史
文化街

区建设
服务中

心

区级

以特色文化活动宣

传推广温州历史文化街
区

以国庆节为契机，举办一系列景点、非遗、文创产品
体验活动，并通过氛围布置和线上线下宣传推广等多种方

式，向广大市民和各地游客全面展示温州历史文化街区保
护建设成果，实现共建共享。

4
瓯江山水
诗路文化

旅游节

鹿城
预计11
月上旬

温州市文广
旅体局

区文化
和广电
旅游体

育局

市级 山海之间、诗路画卷
一是瓯江山水诗路与短视频征集；二是媒体采风；三

是百家旅行商山水诗路产品采购；四是瓯江山水诗线路导

游词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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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鹿城区瓯江山水诗路建设 2021 年重点工作
任务表

序号 重点工作 责任单位（排第一的为牵头单位）

1 文化及相关特色产业增加值 70 亿元 区委宣传部

2 旅游产业增加值 90 亿元 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

3 建设提升文化产业发展平台 5个
区委宣传部、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区发改局、区经信局、区

科技局

4
培育浙江创意园、温州智慧谷文创园等省级文化产业园区 2个，黎明 92

文创街区、米房 cei 文创街区等省级文化创意街区 2个
区委宣传部

5 提升诗路山水实景演出项目 1个 区委宣传部、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

6
结合省“数字诗路”平台建设，打造一批文物古迹影响、文化声音等数

字博物馆，启动新建江心屿数字诗路文化体验馆（园）1个

区委宣传部、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区府办（区大数据发展管

理局）

7 谋划设立谢灵运山水诗奖，谋划在温州（江心屿）举办中国诗词大会 区委宣传部、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区社科联、区文联

8 推进省级文旅产业融合试验区创建，争创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 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

9
高质量推进“千村百镇十城景区化”工程，新增 4A 级景区镇 1 个、3A

级景区村 1个
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街镇

10
争取列入全域旅游“微改造、精提升”省级试点 1个左右，并筛选 3个

左右市级试点

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区历史文化街区建设服务中心、相关街

镇

11 新建、改扩建旅游厕所 10 个 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相关街镇

12
培育“江心诗岛、五马诗街、温瑞诗河”等诗路主题系列文旅品牌，加

快打造 4张文化和旅游“金名片”

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区委宣传部、区温瑞塘河工程建设中心、

区历史文化街区建设服务中心



— 26 —

序号 重点工作 责任单位（排第一的为牵头单位）

13 推出“谢客寻踪”诗路之旅等 10 条山水诗路精华旅游线路
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区委宣传部、区教育局、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鹿城分局

14
谋划举办山水诗路文化旅游节、瓯江山水文化节、江心屿金秋文化节等

山水诗主题系列文旅活动
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区委宣传部、区社科联、区文联

15 加快打造数字文旅新服务

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区委宣传部、区委办（区委改革办）、

区发改局、区教育局、区农业农村局、区府办（区大数据发展管理

局）

16 完成诗路文化景观类建设项目投资 6亿元以上

区发改局、区委宣传部、区交通运输局、区农业农村局、区文化和

广电旅游体育局、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区历史文化街区建设服务中

心、相关街镇

17 加快瓯江山水诗路绿道网建设，建设省级绿道 6公里以上 区住建局、区交通运输局、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18 推进 1条（个）河湖创建省级美丽河湖 区农业农村局、市生态环境局鹿城分局

19
启动《江心屿诗词选》《诗画江心屿》《江心诗魂--文化鹿城专刊》等

山水诗路文化系列丛书编撰工作。
区社科联、区委宣传部、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

20

结合未来乡村，实施“百村复兴”“拯救老屋”等行动，提升古村落人

居环境，建设文明风雅诗路名村，美丽乡村示范乡镇 1个、新时代美丽

乡村 12 个

区农业农村局、区住建局、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

21 谋划举办山水斗城与瓯江诗路研讨会（暂名）
区社科联、区委宣传部、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区文联、区发

改局

22 推进交通串珠，加快重大项目建设，建设和提升一批通景公路 区交通运输局



抄送：区委各部门，区人大常委会、政协办公室，区人武部，区法

院，区检察院，各群众团体。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8月25日印发


		Stamp
	2021-09-06T18:16:21+0800
	400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