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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版

□□记者记者 陈璐瑶陈璐瑶 通讯员通讯员 刘文吉刘文吉

普陀普陀，，不仅有壮美的山海景观不仅有壮美的山海景观、、丰饶的海产美食丰饶的海产美食，，还拥有种类繁多还拥有种类繁多、、独具特色的非物独具特色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资源质文化遗产资源。。近日近日，，全市全市““十大非遗主题旅游线路十大非遗主题旅游线路””出炉出炉，，我区共有三条非遗主题旅我区共有三条非遗主题旅
游路线入选游路线入选。。

据了解据了解，，这三条路线分别为这三条路线分别为““多彩非遗多彩非遗??别样普陀别样普陀””———舟山本岛两日游—舟山本岛两日游、、““最浓乡愁最浓乡愁??
最美乡村最美乡村””———展茅海岛乡村非遗体验游—展茅海岛乡村非遗体验游、、““蓝海小镇蓝海小镇??和美东极和美东极””———渔民画非遗体验—渔民画非遗体验
游游。。线路主要以传统木船制造技艺线路主要以传统木船制造技艺、、传统儿童海岛游戏传统儿童海岛游戏、、普陀佛茶制作技艺普陀佛茶制作技艺、、东极渔民东极渔民
画等非遗项目为核心画等非遗项目为核心，，将沿途丰富的人文古迹将沿途丰富的人文古迹、、乡村风光与传统非遗技艺深度融合乡村风光与传统非遗技艺深度融合，，让让
游客在领略非遗故事游客在领略非遗故事、、体验非遗技艺的同时体验非遗技艺的同时，，深入感受普陀独特的海岛风韵深入感受普陀独特的海岛风韵。。

“最浓乡愁?最美乡村”
展茅海岛乡村非遗学游

线路详情

●上午9:00组织前往干施岙景区

五匠馆（讲解员陪同参观五匠馆展厅，
展示船匠、木匠、篾匠、石匠等传统手工技
艺，其中包括国家级项目传统木船制造技
艺）——礼孝学堂（可选择性体验木匠制
作、竹编扎制、剪纸、做青饼、做年糕等非遗
活动）——国学课堂（设有开笔礼等传统仪
式的国学文化课堂）——干施岙海岛乡村
传统室外露天乐园（设置有划龙舟、打陀
螺、滚铁环、推独轮车、拔河、走高跷、做瓦
匠、做箍桶、捕鱼等众多传统儿童游戏项
目，可供游玩）

●上午11:00组织前往普陀田园综合体

丰收集市（品尝展茅当地传统小
吃）——二十四节气农耕路（了解二十四节
气）——普陀禅莲园（观赏观音香水莲，品味
观音莲花茶）——观音稻米体验园（农耕文
化体验区）——亲子乐园（研学基地主场
地）——幸福总站（行驶在田野里的小火车）

●中午12:00组织前往路下徐

路下徐当地农家乐（品尝展茅当地农
家菜）——元一书坊（体验活字印刷、古法
造纸、印花布印染技艺）——无忧酒坊（传
统米酒酿制技艺）

▼涉及非遗项目

省级非遗项目“传统儿童游戏”，包括
国家级项目传统木船制造技艺在内的“五
匠技艺”，以及传统米酒酿制技艺、活字印
刷、古法造纸、蓝印花布印染技艺、国学文
化等。

“多彩非遗?别样普陀”
普陀本岛两日游

●旅游线路：东港-朱家尖-展
茅-沈家门

线路详情

●第一天

上午抵达普陀，入住酒店短暂
休息后乘车前往沈院，聆听晋朝时
期韩国孝女沈清的故事。然后前往
浙江冠素堂食品有限公司，参观观
音饼民俗文化展览馆，重点为大家
展示从1929年到现在，观音饼制饼
世家的一系列传承故事。参观玛祖
卡海洋奇幻蛋糕乐园，结合海洋文
化，以孩子喜闻乐见的形式，讲述一
个关于风帆战舰——玛祖卡号的航
海故事。经过四个主题时光隧道去
探索玛祖卡生产车间的运作情况，
了解工艺流程、食品安全等知识，然
后进入蛋糕甜点制作环节，也可体
验观音饼制作工艺。午餐后前往朱
家尖，走进岑氏木船作坊，参观普陀
船模和造船过程,参与船模拼装DIY
体验，在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的带
领下零距离感受普陀百年手工造船
技艺的魅力。

●第二天

清晨早起，到莲花岛看旭日东
升，听观音传说。到东港寻一家面
店，吃一碗汤底鲜美、入口鲜香的地
道海鲜面，在满满的活力中开启一日
行程。上午再沿最美公路一路赏景
前往塘头佛茶园，若是春时，可感受
手工采茶、制茶的氛围。继续乘车前
往干施岙，整个村庄依山而建，小径
蜿蜒，小溪如练，乡村野趣原汁原
味。各种各样的海岛传统儿童游戏
项目，让你释放童真玩嗨玩爽。到礼
孝学堂，体验礼孝文化，换上汉服，向
孔子行礼，读《弟子规》；朱砂起智，击
鼓明志；向父母说句感恩话。参观五
匠馆学习五匠精神（传统节庆日可体
验做年糕、做青饼、包粽子、做重阳团
等民俗节庆活动），由老师带领大家
一起制作剪纸、小木板凳、编中国结、
重阳节香囊等。中午品尝地道农家
饭和渔家味。下午前往普陀博物馆，
感受海上普陀的渔都风貌，体验当地
风土人情。游览完博物馆，不妨在博
物馆旁的缪家塘民俗街上，品尝普陀
当地的特色小吃：芥菜年糕、老鼠团
等。然后，前往舟山国际水产城，参
观渔文化展示馆，领略活水码头车水
马龙的喧闹繁华，观平台远眺著名的
沈家门渔港，购买普陀特色海鲜干水
产品，之后返程。

▼涉及非遗项目

1.国家级非遗项目传统木船制
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岑国和；省级
非遗项目普陀船模艺术，代表性传
承人岑全富。

2.省级非遗项目传统儿童海岛
游戏。

3.市级非遗项目普陀佛茶制作
技艺、海鲜传统加工技艺。

4.区级非遗项目观音饼加工技艺。
5.各级传统手工技艺荟萃“五

匠技艺”等。

线路详情

●第一天

景点线路（渔民画体验基地、渔
嫂画廊、渔民画展厅），距离约100米；
夏天景点开放时间上午7:30—10:30，
下午12:30—5:00，晚上17:30—19:00。

1、海潮渔民画非遗体验基地（市
级授牌)：该基地100多平方米（配套
民宿300平方米），地中海风格装饰，
主要从事渔民画艺术作品展示，渔民
画系列衍生产品研发、销售、艺术创
作体验，明信片书写邮寄、写生采风
等特色艺术活动接待，包括民宿接
待、海钓等业务。

2、特色街：观赏小街特色风情及
别样文创店，可坐下来喝奶茶、留影、
选伴手礼，进自由影院休闲等活动。

3、渔嫂画廊：30平方米，主要从
事渔民画艺术作品展示、销售，艺术
创作体验、明信片书写、及免费阅读
图书业务。

4、东极历史文化博物馆（上下2
个展馆，面积350平方米）

A、民俗民风展示厅（一楼）：共收
集近200件东极人们原始生活、生产
劳作的用具，陈列着100多年以来东
极渔船从小打洋船到木帆船、再发展
到机帆船、钢制渔船的模型20多只，
生动展现了东极人民勤劳勇敢、感天
斗地、迎难而上、与海相搏的艰苦创
业精神。

B、“里斯本丸”沉船事件纪念馆
（二楼）：主要陈列的1942年10月2日
发生在东极洋面的“里斯本丸”沉船
事件的图文介绍和东极渔民勇救遇
难英军时留下的证物及384名英军用
过的生活用具和物品展示。

5、渔民画展厅(100平方米）：东
极渔民画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末，30
年多年来已形成了富有东极特色的
创作群体，这里展示着群体作者作品
约150件，生动展示了东极各个时期

渔民画的创作历
程。东极渔民画它
以独特的创作手法来表
达海边人家的生活方式，
被外界誉为“来自最东边的
美”。

6、东翔亭（观后岙山海景地
景）

7、海疆卫士门（留影）
8、战士第二故乡石刻：1958年部

队进岛后，官兵敢于面对恶劣环境，
发扬爱岛如家、艰苦创业的精神，开
山辟石、打坑道、造营房、搞生产，把
原来的荒岛变成了海上乐园。1963
年，由原庙子湖海防连文书张焕臣作
词、著名军旅词作家向彤改词、曲作
家沈亚威谱曲的《战士第二故乡》，就
是对庙子湖驻岛官兵的真实写照。
几十年来，《战士第二故乡》这首歌一
直激励着官兵扎根海岛，建功立业，
高标准建设一流海防部队。

10、观鸟台
11、东极石：码头边刻有“东极”

二字的巨大岩石，是合影留念的最佳
地点，并沿港感受夕阳西下、潮来潮
往的诗意情怀。

●第二天

1、东极亭（最佳观日点）
2、东极革命烈士纪念碑：为纪念

1948年9月10日舟支司令部海防大
队在与国民党海、陆、空重兵战斗中
牺牲的烈士。

3、电影《后会无期》取景地
4、原石滩：原石滩建成于 2009

年，该景区位于原庙子湖码头附近
的油库东侧，是船只进入东极的门
户。该地沿海海面宽阔，风浪较小，
滩石区相对平整，钓位极多，紧邻礁
石区的岩石陡峭，避风效果好，是开

展海钓及相关配
套休闲设施的好地
方。

▼涉及非遗项目

普陀渔民画

文旅融合添精彩文旅融合添精彩
———普陀非遗主题旅游线路推介—普陀非遗主题旅游线路推介

“蓝海小镇?和美东极”
渔民画非遗体验游

（本版图片由区文广旅体局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