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上看到《长相思》里的辰荣山就是

在这里取景，当时觉得影片里的这些楼宇

非常恢宏大气，来现场一看果然没让人失

望。”为了避开假期出门人挤人，来自丽水

的游客张女士选择了反向旅游，打卡唐先

镇九泷潭影视基地的网红楼梯。她告诉记

者，基地里的衡阳宗在《长月烬明》《云之

羽》《莲花楼》《一念关山》等众多热播剧中

出过镜，还被网友戏称为“最忙的楼梯”，她

早就想来打卡拍照了，事实证明这些建筑

确实出片，接下来她还打算在永康城区来

一场City Walk，吃吃肉麦饼等小吃。

近期，由肖战、张婧仪主演的古装剧

《藏海传》在九泷潭影视基地的九泷上宫

B区取景拍摄。据该基地负责人朱冬冬

介绍，今年，该基地已累计承接拍摄剧组

39个，目前预约档期未开机的剧组还有

十几个，基地的拍摄档期全年均处于饱

和状态。如今循着明星足迹打卡旅游正

成为年轻人青睐的出游模式，作为近年

影视市场里的新晋“顶流”，九泷潭影视

基地倚靠秀美的自然山水优势，加之恢

宏的建筑和影视剧曝光率，人气可谓有

点旺。

进入五月，位于西溪镇寺口村的西

溪影视基地一下子热闹了起来。因电视

剧《凤凰台上》《临江仙》在西溪影视基地

拍摄，一大批来自省内以及山东、安徽、

黑龙江等地的粉丝们慕名前来。据不完

全统计，仅之前的”五一“假期就接待游

客近上万人次，拉动消费超10万元。如

今，“影视+旅游”正逐渐成为西溪镇文旅

发展的新动能，一部影视作品带火一个

景区、一座城正成为现实。

西溪镇影视基地作为一个以影视外

景拍摄为主导的影视产业园，包含4个拍

摄区、24个影视点，并建成不同时代的医

院、办公楼、仓库、银行等各类室内场景，

单日可接待12个剧组同时取景拍摄，每

年可为100余个剧组提供服务。

受影视剧组青睐，能借助影视 IP 带

来一波人气，对旅游景点来说，这只是资

源，是短时流量，能够激活影视 IP 的“长

尾效应”才是“影视+旅游”的根本。近年

来，西溪镇以“旅游+影视”为切入口，整

合域内溪湖、山林、田园、村落等资源，通

过开展生态小流域综合整治、村庄环境

整治、田园整治、寺口文化中心建设、石

江康养中心建设、“污水零直排区”创建

等项目，全面提升影视旅游核心圈的环

境风貌和配套设施，打造“全域游”特色

风貌样板区。

西溪影视基地西溪影视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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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浙中一座典型的工业城市，永

康的名胜古迹或许算不上广为人知，山

川河流也许并非壮丽秀美，要想在传统

旅游赛道上谋发展，可谓“先天不足”。

如今，随着旅游市场的多元化，群众需

求的多样化，旅游行业的格局和赛道变

得更宽广，已然从过去拍照打卡的传统

观光游“一枝独秀”，变成了休闲度假

游、影视体验游、康养农家游等各种旅

游新业态“百花齐放”。

没有先天独特的旅游资源，但永康

如今依然可以站上文旅风口，吃上“旅

游饭”，靠的正是充分挖掘自身“卖点”，

精准把握市场，不断放大影视、五金、美

丽乡村的吸附效应，从而在文旅赛道上

逆风扬帆。

小 众 赛 道 上 的 永 康 文 旅 已 逐 渐

“热”了起来，可当赛道上的同质竞争者

不断增加，该如何保持热度又成为新的

思考命题。相关配套怎么提、旺季服务

怎么跟、全域联动怎么建⋯⋯都是永康

还需为之努力的方向。总而言之，小城

文旅不仅需要“无中生有”，还要“从有

到优”。 融媒记者 胡莹璐 吕晓婷

小城文旅何以“无中生有”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拉力。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带动人们消费需求、消费方式以及消费内涵的全面变化，由此演变出来的消费新业

态、新模式、新场景和新服务，构建起来的新型消费，重塑消费格局、释放消费活力。新型消费，因为内容丰富，特别接地气，深受关注。“春江水

暖鸭先知”，一直活跃在人们生活消费第一线的永康五金，恰恰是新型消费的探索者，更是新型消费的获益者。眼下，新型消费的火热正以更多形式蔓延至

各地。即日起，本报推出“新消费@新空间“专栏，与大家共同探索新型消费到底“新”在哪里。

开栏语

解锁文旅消费新场景

“影视+旅游”“工业+旅游”受青睐
近年来，我市以五金产业为重要载体，深耕历史文化、本土文化、红色文化与乡村文化，采取了一系列盘活生

态资源、创新发展旅游的措施，促进文旅深度融合，培育出新的旅游消费热点。跨界深度融合的旅游新业态新模
式遍地开花，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影视出圈掀文旅热潮

在刚刚结束的第 14 届中国（永康）

国际门业博览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参

展商和客商汇聚永康国际会展中心。在

这里，记者遇到了拉着行李箱，下车就来

逛展会的张先生；因参展第一次踏足永

康，打算去永康园林工具工厂考察取经

的应先生；还有来自苏州，把逛展和旅行

一同排上日程的朱先生⋯⋯

作为中国五金行业的最大制造生产

基地，永康是全国闻名的“五金之都”，总

是会在各大五金展会期间迎来高朋满

客，边逛展会边玩、做着生意旅着游成为

许多人了解永康这座小城的新模式。为

了让这些慕五金而来的八方客能慢下

来，在永康留下来，近年来，我市以工补

旅，工旅结合，充分发挥我市8家省级工

业旅游示范基地的资源优势，并让五金

与美景相配，通过串联方岩、大陈等特色

景点，让工业游更具有可游性和可赏性，

共推出了三条“工业+山水”旅游路线，走

出了一条特色的工业旅游发展道路。

除了逛展会、游工厂，在永康的五金

工业游线路里最受欢迎的莫过于充满非

遗元素的宝藏展馆。在位于总部中心的

永康锡雕馆里，锡罐、茶壶、酒具等锡器

展品琳琅满目，锡雕的工艺品更是制作

精美。“喜欢锡雕工艺的游客很多，除了

展示讲解，我们这里还有制作书签、锡

盘、锡画的体验。”已在永康锡雕馆工作5

年的讲解员崔莹莹介绍，过去一年，该馆

累计接待游客约5万余人次。

永康市神雕铜文化博物馆也是颇受

欢迎的非遗展馆之一，在2500平方米的

展馆内各式铜制品精美陈列，参观者可免

费近距离感受铜文化的无限魅力。“甘肃

省博物馆展出四组战国戎人车舆复制品

就是我们神雕铜艺传承人程育全的作品，

该展品的走红也为我们博物馆引来不少

客流。”该馆讲解员程莉说。免费参观，可

赏可购，去年，该馆共计揽客6万余人次。

五金成揽客招牌

在西溪影视基地的带动下，附近的

村庄也在发生蝶变。石江村曾经是闻名

华东的“纺配之乡”。近年来，该村走转

型之路，陆续关停纺配厂，在守护东溪

水、创建美丽乡村上做文章，打造村落景

区。“这里山好水好空气好，晚上又比城

区凉快，有吃有住，啥都不用操心，感觉

生活节奏都变慢了。”谈及在石江村的旅

游体验，施先生点赞道。

吃上“旅游饭”不止石江村，西山村

则通过在外乡贤回乡投资的方式打造了

西山景区。高约40米、宽约200米的人

工瀑布，着实有几分“飞流直下三千尺”

的磅礴气势；全长 260 米的玻璃桥令人

心驰神往，该景区一建成就成为网红打

卡点，进一步推动了西溪镇影视旅游产

业的发展。

走进三联村，一汪池塘如同碧绿的

翡翠，绿瓦长廊横跨水面，仿佛给村庄扎

上一条墨绿色的宝石腰带。池塘周围是

一排各具特色的农家民宿小院，移步换

景，令人目不暇接。

虽不是节假日，但该村民宿仍有不少

游客前来入住。“半个月前就要预约，不然

根本订不到。”来自嘉兴的游客杨先生一

家刚刚办理完入住手续。第二次来这里

小住，他颇有心得：“吃农家菜、听蝉鸣、数

星星，如此诗意生活，不抢手才怪。”

“云衣居”民宿负责人吕红衣告诉记

者，起初游客来家里，自己只是做点农家

饭让大家品尝，后来村里鼓励大家搞民

宿，她就将自家三层小楼改造成民宿。

更让她高兴的是，随着民宿项目的建设，

小山村旧貌换新颜，三联村接连被评为

浙江省美丽乡村特色精品村、浙江省森

林村庄、浙江省 3A 级旅游村、浙江省未

来乡村。

绿色农产品也是吸引游客的重要原

因。吕红衣说，村里鼓励种植绿色蔬菜水

果、饲养土鸡、鸭等游客青睐的农村土特

产品，乡村民宿实现了吃在农家、住在农

家、游在农村、玩在农村的一体化服务。

以黄家大院为例，废弃的老屋改成可容纳

百人的大型餐厅，与山景融为一体，并添

加竹编、木桌、木凳等复古元素，不仅承办

各种宴席，也成了游客美食打卡地。

“改造后的民宿，每家都有自己的特

色，既有田园雅兴，也有康养特色。每年

接待游客5万多人次，入住率始终保持在

70%以上。”三联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

主任徐金高说。

近年来，三联村以打造“山水田园、

生态风光”乡村微度假目的地为导向，以

西溪影视基地为依托，通过“民宿+”模

式，将民宿、农家乐、休闲采摘等农旅、文

旅多产融合，打造民宿集聚村。

与此同时，西溪镇还以寺口村为基

础，联合具有影视拍摄点开发建设价值

的村，建立西溪镇影视联盟，党群共商、

平台共建、发展共谋、资源共享、产业共

融，抱团发展西溪影视产业。联盟主要

辐射范围内的12个村，年平均集体收入

从2016年的37.4万元增长至2022年的

132.1万元。

“村游”成为富农新引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