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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舟山 连世界
【编者按】从 4月26日-28日，由中国浙江侨联组织的来自加拿大、

印尼、美国、韩国、奥地利、澳大利亚、瑞典、西班牙、埃及、罗马尼亚、法
国、德国、英国、荷兰等 18个国家的 28名海外华文媒体一行，参访了浙
江舟山。

同舟侨韵·海外华文媒体舟山行

探访舟山东海云廊
4月 27日，海外华文媒体代表

齐聚浙江舟山定海区，深入探访东
海云廊及五山水利工程，解码这座
海洋名城如何将防洪排涝的硬核
工程转化为生态文旅的共富密码，
并在此过程中实现历史传承与现
代发展的有机融合。

2019年台风“米娜”引发的严
重内涝，让舟山定海区痛定思痛，
启动五山水利工程。该工程以“上
拦、西调、中提升、内循环”四大核
心举措构建立体防洪体系。

工程不仅将城区防洪能力提
升至50年一遇标准，更通过施工便
道改建，衍生出全长25公里的东海
云廊绿道，串联山、海、城、岛，成为
兼具防洪、休闲、文旅功能的“城市
动脉”。

工程坚持“少开挖、多保留”原
则，利用原有山石水系打造蝴蝶
谷、萤火虫海”等生态景观，绿植覆
盖率达 95%，PM2.5浓度常年低于
15微克/立方米，成为长三角生态
旅游新地标。

引入AR、VR技术建设时光隧
道、观景平台，打造沉浸式文旅体
验，吸引超500万人次游览，成为市
民“家门口的诗与远方”。

绿道经济带动周边餐饮、民
宿、文旅企业集聚，形成“绿道+商
业”的共生模式。 海外华文媒体代
表对舟山模式赞誉有加：

埃及记者评价：治水+文旅的
创新模式，既解决民生痛点，又激
活文化经济，为全球城市更新提供
了范本。

意大利侨网指出：五山工程平
衡生态保护与民生需求，彰显中国
城市治理的系统性思维。

舟山通过五山水利工程，将
“边角料”土地转化为“金角银边”，
推动城乡收入差距缩小至 1.76，探
索出一条“水利+共富”的可持续发
展路径。

据了解，东海云廊计划进一步
贯通东西两端，建设大型主题广
场，串联体育馆、图书馆等公共设
施，并开发“云廊直播”“云探廊”等
数字化体验，打造国际级文旅 IP。

从抵御自然灾害的生命线到
承载文化与经济的活力带，舟山五
山水利工程与东海云廊的蜕变，展
现了中国城市在生态治理、文化传
承与共同富裕领域的创新智慧。
这座东海之滨的古城，正以山海为
卷、以水为墨，书写着新时代的“定
海样本”。

沿途参访中，媒体代表们特别
驻足状元阁。阁中展陈的舟山历
代科举故事与人文底蕴，让记者们
赞叹不已。雕梁画栋间，古韵与云
廊的现代生态景观交相辉映，大家
在此触摸舟山文脉，更深刻体会到
这座城市如何将历史传承与治水
智慧有机融合，绽放独特魅力。

以侨为桥探艺术瑰宝
以侨为桥，融通世界。海外华

文媒体汇聚舟山，探寻城市独特魅
力与发展活力。4月 27日，媒体代
表走进舟山市美术馆，感受当地艺
术文化的独特魅力。

舟山市美术馆是展现普陀地
域文化艺术的重要窗口，也是传承
与创新地方艺术的前沿阵地。馆
内空间布局精巧，展陈设计专业，

定期举办各类高品质艺术展览，涵
盖绘画、雕塑、非遗技艺等多元艺
术形式。在这里，不仅能看到普陀
渔民画、船模等特色艺术作品，还
能通过现代策展理念与科技手段，
深入了解作品背后的创作故事与
文化内涵。美术馆致力于推动本
土艺术与外界的交流，为艺术家搭
建展示平台，也为民众提供了丰富
的精神文化滋养，已然成为普陀文
化传播的重要名片。

参访期间，媒体代表还釆访了
两位普陀艺术领域的杰出代表。
普陀船模艺术代表人物岑国和，深
耕船模制作领域四十余载，是浙江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统船模
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他从小
受海岛文化熏陶，对船舶结构了然
于心，凭借精湛技艺与对传统文化
的坚守，将舟山木帆船制作工艺还
原得淋漓尽致。其作品在保留传
统工艺精髓的同时，融入创新设
计，曾多次在国内外工艺美术展览
中获奖，还走出国门参加文化交流
活动，让世界看到了舟山船模艺术
的独特魅力。

另一位普陀渔民画代表人物
郑红飞，是普陀渔民画发展的领军
人物之一。她以大海为灵感源泉，
以画笔描绘渔家生活与海岛风情，
作品色彩鲜艳、构图夸张、风格质
朴。其笔下的渔民劳作、祭海仪式
等场景充满生命力，生动展现了普
陀渔民的精神世界与民俗文化。
多年来，郑红飞积极参与渔民画创
作培训与推广活动，培养众多新
人，推动普陀渔民画走进国内外艺
术殿堂，作品被国内外多家机构和
个人收藏，成为传播舟山文化的亮
丽符号。

海外华文媒体代表们在美术
馆中驻足观赏、与艺术家探讨交
流，纷纷表示被普陀艺术的独特魅
力所感染。“这些作品不仅是艺术
创作，更是鲜活的文化记忆，让我
们看到了舟山深厚的文化底蕴与
民间艺术的蓬勃生命力。”一位欧
洲媒体主编感慨道。此次参访，旨
在通过海外华文媒体的传播，让更
多人领略舟山艺术之美，推动普陀
文化走向世界。

探秘普陀山观音法界
海外华文媒体舟山行开启一

场穿越千年与未来的文化对话。
在占地 2500 亩的文化圣境中，触
摸传统信仰与现代文明交融的脉
动，见证中国以文化为纽带连接世
界的深层实践。

这座坐落于朱家尖白山脚下
的观音文化主题博览园，自 2020
年开园便以震撼之姿惊艳世界。
30 万平方米的恢弘建筑群依香莲
路轴线铺展，普隐精舍的禅意清
幽、观音圣坛的庄严肃穆、正法讲
寺的宁静祥和，五大功能组团错落
有致，勾勒出当代佛教建筑艺术的
巅峰之作。观音圣坛高达 91.9 米，
暗合观音菩萨出家日的数字密码，
内部穹顶采用“天冠弥勒”造型，
融合现代建筑力学与东方美学，将
传统佛教意象升华为极具视觉冲
击力的艺术表达。这座集弘法、文
化传播、观光体验于一体的文化地
标，不仅是信徒的朝圣之地，更成
为世界理解中华传统文化的鲜活
窗口。

观音法界的建设堪称工程奇
迹与文化传承的完美结合。项目
先后斩获 RICS 中国奖年度冠军、
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詹天佑奖等
重量级荣誉，其室内灯光设计更荣
膺 IALD 国际照明设计卓越奖。这
些奖项背后，是现代建筑科技与东
方哲学智慧的深度对话 —— 利用
山体雨水汇流形成 12 公顷水系，
兼具行洪排涝与生态景观功能；数
字化布展技术让千年观音文化

“活”起来，全息投影讲述普门示现
的故事，VR 体验带领观众“云游”
佛教圣地。这种将传统信仰转化
为可感知、可参与的现代文化形
态，展现出中国在文化传承中的创
新魄力。

对于海外华文媒体而言，此次
探访不仅是视觉与心灵的双重震
撼，更是对“文化桥梁”作用的深
刻诠释。这些跨越文化边界的观
察，正将观音法界所承载的慈悲、
智慧等普世价值，转化为世界理解
中国的文化符号。

普陀山观音法界的存在，折射
出中国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自
觉。它以观音文化为媒，既传承千
年文脉，又融入时代精神，向世界
传递“和合共生”的东方智慧。随
着海外华文媒体的镜头与笔触，这
座屹立于东海之滨的文化丰碑，正
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精神纽带，
让不同文明在观音慈悲的目光下，
共同探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
根基。这不仅是舟山走向世界的
文化宣言，更是中国以文化软实力
参与全球文明对话的生动实践，为

“in 舟山 连世界”注入超越地域与
宗教的深远内涵。

南洞艺谷文旅融合
采访活动走进舟山定海南洞

艺谷。海外华文媒体代表们在此
探寻乡村振兴与文旅融合的“舟山
密码”，感受这座海岛渔村的独特
魅力。

作为南洞艺谷的文化瑰宝，舟
山渔民画令众人赞叹不已。这一
始于 20世纪 80年代的艺术形式，
由渔家子弟以大海为灵感源泉创
作而成。画作以浓烈色彩、夸张造
型，生动描绘渔业生产、海岛传说
等场景，将“海腥味”与艺术独特性
完美融合。1988年，舟山四县区便
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现代民间绘
画之乡”。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定海区新建社区群众艺术创
作中心时，盛赞舟山渔民画“有特
色、有味道”。如今，新建村依托群
岛美术馆开设农民画培训课程，既
提升村民艺术修养，又拓宽了增收
渠道。

在村里同心弓箭馆，媒体代表
们还饶有兴致地体验传统弓箭技
艺。专业教练细致讲解射艺文化
与技巧后大家挽弓搭箭，感受传统
体育的魅力，在拉弦放箭间体会舟
山对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巧思，
也为此次探访增添了动静结合的
独特韵味。

“南洞艺谷将生态保护、文化
传承与旅游开发结合得十分巧妙，
渔民画更是充满生命力”，“新建村
从普通渔村蜕变为国际化文旅村
落，其‘艺术赋能乡村’的模式极具
借鉴意义。”海外华媒代表们感叹
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