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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刊

聚焦“湖泊型休闲旅游综合体开发建设实践”

东钱湖：打造人人共享的大众休闲湖泊
本报记者 丁先明

南通大学 周婉娇

初秋的清晨， 东钱湖从一夜的宁谧中
慢慢苏醒， 湖边的人们也开始了一天的生
活。三三两两的人群从四面八方走向湖边，
或散步，或打拳，或沿湖骑行。

晨练的人群中， 一位身穿橘色工作服
的环卫工阿姨格外引人注目。 手拿扫帚的
她，听到身边录音机中传出的舞曲，很自然
地加入舞者的队伍，随着音乐翩翩起舞。

这一幕让前来东钱湖度假的游客张铭

感慨不已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环卫工跳
舞。 在其他地方， 恐怕很难看到这样的场
景。这位阿姨虽然干的是环卫工作，生活中
却不乏闲适与惬意。东钱湖人，到底有着怎
样的休闲境界？”

了解东钱湖的人知道，“湖泊休闲 幸
福水岸”始终是东钱湖人孜孜追求的境界。

2009年10月， 东钱湖举办首届中国湖
泊休闲节，在国内首次响亮地提出“湖泊休
闲”的理念，开启了中国旅游业湖泊休闲的
新时代。2010年，东钱湖在举办第二届中国
湖泊休闲节时，提出并发布了《中国休闲湖
泊评定标准》。同时，东钱湖还积极倡议并
实际参与了《休闲湖泊国际标准》的制定。

东钱湖旅游度假区管委会主任史济权

表示，近年来，东钱湖围绕创建国家级旅游
度假区的目标，按照“国内一流 国际领先”
的标准打造休闲湖泊， 一步一个脚印地推
进休闲湖泊旅游综合体建设， 注意满足多
元化的旅游消费需求， 让人人共享旅游发
展的成果。

天生休闲禀赋

休闲文化与东钱湖之间有着怎样的渊

源？
相传早在春秋末期，陶朱公范蠡灭吴有

功，贩陶致富，功成名就之后激流勇退，携爱
侣西施隐居东钱湖畔，过上了中国传统文人
向往的“隐逸”生活，进退自如，忧乐两宜。

范蠡成为中国的商圣和财神， 创造了
东方财富、智慧、事业、爱情“全丰收”的最
佳案例， 他与西施的爱情故事成为一段美
丽的传奇。 他们的隐逸生活成为后人眼中
幸福的代名词，并给东钱湖留下了隐逸、休
闲、幸福的基因。

东钱湖人春采山茶、 秋赛龙舟， 捕青
鱼、摸蛳螺，民风淳朴，其乐融融。休闲，已
成为东钱湖人骨子里挥之不去的生活态

度。
东钱湖的休闲特质得天独厚。 湖面面

积20平方公里， 环湖45公里， 八十一岭环
抱，七十二溪流注，三十六村错落。仁者乐
山、智者乐水，东钱湖旁就是福泉山，山水
相依，仁者智者自得其乐。

在元代诗人袁士元的眼中， 东钱湖比

西湖更清更幽， 更适合心灵的放逐， 他写
道：“尽说西湖足胜游， 东湖谁信更清幽？”
明代大才子徐文长赞叹东钱湖的浩淼：“湖
平孤屿出，天阔万峰来。”而天一阁主人范
钦则吟咏东钱湖的悠然：“野寺轻鸥外，人
家细雨中。”

进入现代社会，随着宁波城的崛起，东
钱湖与城市毗邻，却又若即若离，充满自然
的野趣与从容，成为都市人“偷得浮生半日
闲”的理想去处。

自驾客们停车驻马，进得湖畔，一片令
人吃惊的美色扑面而来：湖面上碧波荡漾，
泛着一圈圈雪白的小浪花。 湖中漂荡着几
叶木舟，远处是层峦无尽的山岭。这里山绕
湖，湖抱山，山的绿倒映在湖水里，把水面
也染成了一汪青翠。

这一派湖光山色的景象， 特别适合都
市人收放身心。 郭沫若先生曾以 “西子风
韵、太湖气魄”之词赞誉东钱湖，更增添了
东钱湖人打造休闲湖泊的信心。

东钱湖得天独厚的休闲特质， 在这个
高速向前奔跑的时代，价值尤显突出。当无
数人在快节奏、 高强度的工作中迷失自我
时，“深呼吸、 慢生活” 正成为一种新的时
尚，休闲度假也渐渐成为一种刚性需求。

按照旅游业界的标准， 人均GDP达到
3000美元以上， 旅游产业将由观光式的旅
游迈向休闲度假式旅游。从2008年起，我国
的人均GDP就已突破3000美元， 跨过了休
闲旅游的门槛。

这种变化， 在经济发达的长三角地区
表现得更加明显。以浙江省为例，20年前的
统计数据表明 ， 观光游客占旅游总体的
76%，去年的这一比例下降到17%，纯粹走
马观花式的游客越来越少， 相当一部分人
出游的目的是休闲度假。

一边是天生休闲禀赋，一边是行业发展
趋势，东钱湖人审时度势，于2009年创设中
国湖泊休闲节，并在国内首次提出“湖泊休
闲”的理念，走上了休闲湖泊建设开发之路。

参与制定国际标准 引领行业发展

作为“国际湖泊休闲示范基地”，东钱
湖从出发远行的那一刻起， 就把目光瞄准
了国际化道路，致力于打造国际休闲名湖。
如何让一个不施粉黛的俏丽村姑成长为名

贯中西的大家闺秀？ 这是东钱湖人一直在
认真思索并努力破解的问题。

他们清醒地意识到， 要在国际化道路
上走得更远、走得更好，必须在学习别人先
进经验的同时，参与制定规则，率先发现标
准，引领发展方向，从而掌握话语权。

东钱湖旅游度假区管委会有关责任人

告诉记者，经过摸索，东钱湖人逐渐明确了
实施标准化战略的必要性。 它将作为标杆
管理的补充， 使得自身的发展目标和愿景
与国际接轨，并具有可度量的考核指标；它

将有利于推动自身的品牌化战略， 使得产
品创新和产业链打造有章可循，避免“脚踩
西瓜皮，走到哪儿算哪儿”。同时，由于介入
标准的制定， 使得东钱湖的各项工作容易
获得同行的认可， 从而站在行业发展的战
略制高点。

利用中国湖泊休闲节东道主的有利条

件， 借助发起建立国际名湖联盟的契机，东
钱湖紧紧依靠国际休闲协会和中国人民大

学休闲经济研究中心，不遗余力地支持并实
际参与《休闲湖泊国际标准》的制定。2010年
10月，在国内外众多知名湖泊代表参与的第
二届中国湖泊休闲节上，《休闲湖泊国际标
准》正式发布，并受到各方的瞩目与肯定。

该《标准》具体内容主要分为三大项：
第一大项是 “湖泊环境休闲力评价”，

具体包括湖泊水体（湖泊面积、湖泊水质、
湖泊观赏游憩价值与珍稀奇特程度、 湖泊
生物多样性）、周边自然环境（空气质量、气
候条件、附属自然景观、自然灾害）和人文
社会环境（人文旅游资源、经济发展水平、
社会治安水平）。

第二大项是 “湖泊基础设施休闲力评
价”，具体包括公共服务设施（交通条件，通
信、邮电、金融服务设施，安全设施，卫生设
施，游览标识）和商业服务设施（住宿设施、
餐饮设施、娱乐设施、购物设施、营业时间）。

第三大项是 “湖泊管理与服务休闲力
评价”，具体包括管理机构与管理活动（机
构与制度、 处理投诉、 游客意见征询、宣
传）、市场评价（游客人数、游客满意度、国
际化）、休闲节庆 （休闲节庆活动 、节庆规
模）和社会责任（环境保护、承担义务、保护
文化多样性、湿地保护公约）。

这份《标准》一经发布，就得到国际生
态与生命安全科学院的确认， 并被纳入国
际生态安全管理体系，极大提高了《标准》
的权威性， 并很好地引领了东钱湖的科学
发展。

近年来， 东钱湖人正一步步地将自己
倡导的休闲湖泊标准变成现实。其中，尤以

东钱湖南岸全长7.3公里的 “幸福水岸”旅
游综合体建设最为抢眼。

南岸外形上酷似一张笑脸，采用“一轴
一环” 的结构布局———即以从新城区到陶

公岛到二灵山景区为轴，以环湖路为一环，
自西向东分为田螺山景区、郭家山庄、水上
花园、水上乐园、阳光水岸、韩岭古风、游艇
俱乐部以及马山湿地八大板块。 这八大板
块充分体现了“绿色、生态、自然、人文、低
碳”和“现代本土风格，水岸休闲生活”的特
色，彰显了“回归自然”的主旨以及“生态和
运动休闲”的主题。

让幸福融入大众休闲中

东钱湖在打造休闲名湖的路上并不孤

独。借助湖泊休闲节的平台，东钱湖人每年
都要举办一次主题论坛， 广邀世界各地名
湖代表以及业内专家， 为东钱湖的发展把
脉，共同探讨湖泊休闲建设开发之路。

9月22日，来自美国诺曼湖等国际湖泊
休闲联盟理事单位的湖泊代表、 湖泊休闲
产业专家和资深媒体人士百余人齐聚东钱

湖，参加第四届中国湖泊休闲论坛，以东钱
湖南湖岸线项目为主要研讨案例， 探讨了
湖泊休闲产品综合体建设理念。

依水而居，因水而兴，依水而闲，是大
众心中朴素的向往和追求。 东钱湖南湖岸
线的开发建设， 为游客提供了一个开放的
亲水空间。 东钱湖旅游度假区管委会主任
史济权表示，“我们将秉承全民休闲的理
念，选择最优质的自然资源，建设亲水式、
开放式的旅游景观并向公众开放， 让更多
人享受东钱湖的美丽。”

“旅游度假区的建设一定要坚持大众
休闲的方向， 要满足高中低三个不同层级
的消费需求， 坚持以中等人群为主要服务
对象，反对搞高端化、贵族化。”国家旅游局
规划财务司产业发展处处长张树民在发言

时表示，“一个好的综合性度假区， 要坚决
反对为少数人服务的项目却占用了大量的

公共资源。”

在业内专家、《旅行家》 杂志副总编辑
李宏看来，东钱湖满足了从普通居民、中产
白领到成功人士休闲度假的需求， 把最美
好的地方留给了每一个人。他认为，东钱湖
南湖岸线休闲度假综合体的建设， 完全符
合国际化、多元化和综合体的发展道路。他
相信， 按照这样的思路建设湖泊休闲度假
区，一定可以实现可持续的良好发展。

美国诺曼湖代表Christian在总结诺曼
湖开发建设经验时说， 建设湖泊型休闲旅
游综合体，需要制定相关的法律，禁止在湖
泊周围建设私人住宅， 防止贵族化旅游设
施侵占公共旅游资源，同时，也要用法律来
保护湖泊宝贵而脆弱的自然资源。

北京达沃斯巅峰旅游规划设计院上海

分院院长陈元夫结合对我国杭州西湖、南
京玄武湖、江苏天目湖等湖泊的考察，肯定
了东钱湖在旅游休闲综合体建设上的成

绩。他认为，东钱湖跨越观光旅游阶段，直
接进入休闲旅游开发阶段是完全正确的选

择。他指出，东钱湖应在“湖泊地面全空间
设计”、“构建场所全景观设计”等方面做出
特色。

中国青年报社社长徐文新从一名新

闻工作者的角度分析指出 ， 旅游综合体
的开发建设一定要有强烈的国际意识和

开放的国际视野， 要考虑中国大众的实
际消费能力和水平 ， 坚持游客本位 ， 体
现游客的自主性 、 参与性和体验性 ， 让
游客满意。

在东钱湖旅游度假区管委会主任史济

权看来， 南岸休闲旅游综合体建设现在已
基本成型， 东钱湖接下来要在培育旅游文
化上深入做文章， 打造出融入奋进精神的
龙舟文化、 以小普陀景区为代表的宗教文
化、 以南宋石刻园为主体的石刻文化、 以
福泉山茶庄为依托的茶文化以及以 “钱湖
四宝” 为代表的美食文化。

“我们的最终目标是让幸福融入休闲
之中， 为大众打造休闲湖泊， 让人人共享
旅游发展成果。” 史济权如是说。

泊在湖边的“东钱湖人”
安徽大学 张雅琦

本报记者 丁先明

在东钱湖陶公山脚下 ， 沿着湖水行
走， 有一片古色古香的矮屋。 岸边有三五
村妇带着孩子， 在湖边洗衣服， 洗衣的棒
槌在挥动之间发出清脆的响声。

沿着状若迷宫的巷弄走进去， 祠堂里
是打麻将的悠闲老人， 小巷间会偶遇嬉戏
玩闹的孩童， 沿湖的人家门前泊着几条小
船， 可谓 “门前系船水拍墙， 家家枕着
涛声睡”。 这里远离喧嚣纷杂， 大家口口

相传： 累了倦了， 就来陶公村吧。
陶公村横亘于东钱湖湖心的半岛上，

房子依水而建。 在这片碧顷之间， 居住着
数千居民， 或务农， 或捕鱼， 或朝九晚五
地上班。 大家在这片水域边扎了根。

“这边的老房子已经有100多年的历
史，我们在这儿也住了快50年。”狭长的里
弄内，75岁的忻大爷坐在自家门口看报。

这位戴着眼镜 、 说话慢条斯理的老
人， 退休后从福建回到这片水乡颐养天
年。 早年生活的艰辛， 经过近20年水域生
活的过滤， 似乎已消失得不见踪影， 剩下

的尽是浑然天成的淡然和从容。
离开忻大爷家， 沿着巷弄步行， 不过

3分钟， 就能看见东钱湖一池碧水。 早晨
沿着水岸散步、 读报已成为忻大爷生活的
一部分。 “他还打太极拳呢！” 在屋中洗
菜的忻大爷的老伴儿曹大妈探出头说 ，
“儿女都在宁波， 他们周末经常回家， 一
家人过得很舒心。”

陶公岛上的居民多姓忻， 据说和陶朱
公范蠡有关。 当初， 范蠡后代为防越王追
杀 ，而将 “范”姓改成 “忻 ”，寓意心中有斤
两———岛上居民大多天生就是经商的料。

陶公岛上利民村的忻大姐在东钱湖边

拥有一家小商铺， 售卖孩子喜欢的玩具、
各种解渴的饮料， 还放着一些拜佛用的香
火。 已有10多年 “经商经验” 的她依畔水
域经营着自己的小生意， “靠水吃水嘛。”

靠生意过活 ， 忻大姐过得很洒脱 。
“我们都是自己做点生意， 傍晚四五点钟
就关门了， 看我们的自己意愿叻。” 她说，
本地人不怎么出去打工， “咱们在宁波，
咱们有东钱湖， 咱们就留在这儿。”

陶公岛上的另一个村落韩岭村， 不仅
有古代宁波三大集市之一的 “韩岭古市”，

在近期举办的东钱湖镇乡村舞蹈大赛中，
韩岭村人凭借一支藏舞也在周边火了一

把。 这个10多人的舞蹈队， 成员都是40岁
左右的家庭妇女。 “我们就是平时下班之
后在村子里， 或者在东钱湖边练练舞， 是
爱好兴趣嘛。” 舞蹈队成员孔大姐说。

由谭晶演唱的东钱湖的主题曲 《幸福
水岸》 也经由 “钱湖小子” 陈谦的重新编
排， 变成一首动感十足的歌曲。 作为一个
老 “东钱湖人”， 陈谦住在一个 “推开窗
就是大片湖水” 的 “湖景房” 里。 太阳慢
慢落下山， 远处的渔船收起渔网， 慢慢地
向岸边摇来的情境， 常常就出现在陈谦的
窗前。 陈谦回忆说， 自己小时候还经常跟
着父辈出去打渔 ， “就像歌词中写得那
样， 湖泊让生活更美好。”

家在钓台西住。 卖鱼生怕近城门， 况
肯到红尘深处？

烟雨东钱湖 南岸新风貌
南京师范大学 高雅靓

本报记者 丁先明

黛色的远山氤氲在潮湿的空气里，画
舫游船在落雨的东钱湖里游弋， 木雕的船
篷，褐色的麻绳卷着竹帘。轻声吟唱的越剧
似乎能穿透人心， 直达游客内心深处的那
份幽雅闲淡。

9月22日下午，我们坐上雕龙刻凤的画
船，从王安石半山忆公园码头出发，前往东
钱湖南岸码头。东钱湖湖面小雨绵绵，簌簌
雨声和画船推开湖面的水声交织在一起，
传递出深远悠长的意境。

船刚驶出不远， 便可看到许多依山傍
水的民居， 临湖的斑驳墙面染上了高低不

一的水渍。湖面上停泊着一艘艘小渔船，东
钱湖的渔民至今仍保留着日出布网、 日落
收网的生产习惯。

船上的游客聚精会神地看着窗外烟雨

迷蒙的东钱湖，这古朴素净的环境和农耕渔
牧的生活图景，让人感受到东钱湖人的勤劳
朴实以及他们对幸福平淡生活的追求。

船再往南走， 烟雨迷蒙中隐约显现的
是陶公堤和陶公岛。 这座传说中范蠡携西
施隐逸的小岛， 藏满了东钱湖的历史人文
底蕴。

陶公岛上目前分布着3个村落，数千常
住人口。被东钱湖环绕着的村落，本身就是
一道风景。乘船经过陶公岛，我们不时可以
看到站在自家门口钓鱼的东钱湖人， 这种

闲情逸致引得众游客啧啧赞叹。
开船的郑师傅今年50岁，土生土长的

东钱湖人，每天给游客开船，看似单调的
工作却没有影响他享受越剧的乐趣。当游
船路过陶公岛时，他怡然自得地打开收音
机，享受着广播中传来的轻柔的越剧声。

除了陶公岛上的村落， 东钱湖边尚有
十多个古村落， 钱湖十景的遗迹也颇具风
味。突然间，一条青鱼跃出水面，溅起的水珠
打破了烟雨中远处寺庙楼台的迷蒙之感，佛
教文化、书院文化在此间渐渐清晰起来。

随着船逐渐靠近南岸， 船上关着的浮
雕木门忽然打开， 让进几丝带了细雨的湖
风。湖风吹来的不仅是凉意，更让我们从传
统文化中收回思绪， 得以仔细打量东钱湖

南岸全长7.3公里的“幸福水岸”。
在这条外形酷似笑脸的 “幸福水岸”

上， 自西向东分布着田螺山景区、 郭家山
庄、水上花园、水上乐园、阳光水岸、韩岭古
风、游艇俱乐部以及马山湿地八大板块，其
中尤以水上花园、 阳光水岸和游艇俱乐部
引人入胜。

水上花园处处体现着人与自然的和谐

关系，“山水”氛围浓厚。花园中有一座建筑
面积约2600平方米的现代化水生生物科普
馆———“湖泊世界”， 给游客提供了近距离
接触水生生物的空间。

阳光水岸景区岸线长约2.5公里，主要
由彩色梯台、阳光沙滩、标志性景观建筑及
4个服务建筑组成。沙滩是阳光水岸的主要

特色之一， 这个宁波最大的人工沙滩面积
约有两万平方米， 从岸边到水中最宽处为
55米，平均堆沙厚度为50厘米以上。作为南
湖岸线的核心区， 阳光水岸是南部水域岸
线主要的公共空间。 这个以水上运动休闲
为主题的景点， 引入了 “人与水24小时互
动”的理念，将观光、休闲、运动三者兼顾，
体现了东钱湖的水域特色， 同时与启新高
尔夫球场的陆上运动相呼应，连成一体。

“幸福水岸”的东南端是高档水上休闲
活动项目游艇俱乐部， 它为游艇爱好者在
东钱湖提供了水上活动的场所和基地。这个
目前拥有150个游艇泊位的俱乐部， 既体现
了南湖水域特色，提升了东钱湖旅游度假区
的品质， 同时也契合了建设湖泊型休闲旅
游综合体、满足不同层次游客需求的主题。

在这个一切都被快速冲刷的时代，慢
生活又成为我们生活的必需。东钱湖让我
们的步伐慢下来，重拾慢生活，感受休闲与
幸福，让我们的灵魂与身体同行。

大学生感受
休闲东钱湖
烟雨迷蒙中的江南水乡， 秋波

潋滟里的吴侬软语， 对于当地居民
来说， 湖泊是水， 又不仅仅是水。

从小就住在陶公岛上的王老先

生， 一家人习惯了划小船出门， 在
湖水边洗衣做饭。 炊烟在古老的民
居弥漫飘散 ， 在湖边看大人洗衣
服的孩童扬着满手的泡沫跑来跑

去 。 如此缓慢的生活节奏 ， 东钱
湖带给当地人的是深植于水的悠

然生活。
无论是陶公岛， 还是田螺山景

区， 亦或茫茫绿海中黛瓦飞檐的小
普陀， 东钱湖处处让游人感受到生
活状态的闲适宁静和文化底蕴的深

厚悠久。
这片水让人徜徉， 这片山让人

迷醉， 而这种依山傍水的慢生活，
更是都市人所向往的精神乃至灵魂

的皈依。
（南京师范大学 高雅靓）

越是靠近东钱湖， 空气中的水
汽越发凝重， 从天而降的白色水汽
将远处的山顶罩住， 只留下若隐若
现的山的轮廓。

当整个湖面豁然出现在眼前，
看到的是一幅水天相接、 浑然一体
的壮阔图景。 沿湖而行， 满眼是生
气勃勃的绿 。 山是绿的 ， 地是绿
的， 湖水也是绿的。 东钱湖的水像
一匹墨绿色的绸缎， 轻柔而又充满
朝气地涌动、 起伏。

湖边白墙黑瓦的农家小院敞开

着大门 ， 有年长的老人热热闹闹
地聚在一起打牌聊天 ， 传来阵阵
笑声 ， 还有顽皮孩童的小手被大
人紧紧牵在手里 ， 在湖边悠然散
步。

时间在东钱湖变慢了， 慢到心
也想随着这水轻轻荡漾， 随着湖边
的小舟静静停泊， 等待云雾散去，
闲看月朗风清。

（南通大学 周婉娇）

相对东钱湖的一汪碧水， 我更
喜欢那碧绿湖边的矮屋 。 彼时 ，
龙舟赛在东钱湖上热热闹闹 ， 这
曲曲折折的小巷间却透出宁静和

悠然。
墙壁上漫布的青苔， 年久的砖

石瓦壁， 挂着物什的自行车穿行在
老街的石板路上， 发出 “叮叮当”
的声响， 清脆而有节奏。 院落很寂
静， 街巷也大多寂静， 老房子一片
连着一片， 格局错落， 门和窗却都
有不同的造型和图案， 不知是岁月
的味道还是乡土的气息？

这里不是赶路人的歇脚处， 也
不是繁华世间的一处院落， 更多的
时候， 我愿意将它作为心中一个停
歇的港湾。

在阳光遍洒或是烟雨迷蒙的天

气， 来到这巷弄之间， 嗅一嗅自然
淳朴的民风， 把自己融入这一片风
景之中， 行行走走， 走走停停， 去
感受这片刻的安宁。

（安徽大学 张雅琦）

陶公村里悠闲读报的老人。

东钱湖成为游客休闲运动的好去处。

微笑时

的东钱湖论

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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