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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赋能
锻造文化产业新增长点

新年伊始，DeepSeek 引发热议，杭州“六小龙”火热出圈，杭州科

技吸引了全球目光与热切关注。

科技与文化交织，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催生更多新的文化产业

增长点。余杭不仅抢抓智能经济赛道风口，还积极以科技创新赋能

文化产业发展。

漫步在良渚博物院，戴上灵伴科技研发的 Rokid AR 眼镜，5000
多年前的景象生动再现：春日渐至，鸟鸣啁啾中，良渚古城规模初成，

先民忙碌地建设家园，工匠精雕细琢一枚刻鸟玉璧，被风霜侵蚀得面

目模糊的刻符陶罐，数千年前的原貌就在眼前……

在 AR、VR 等数字技术的加持下，余杭实现了文化与科技的“双

向奔赴”，为参观者精心打造沉浸式文旅体验，文化产业焕发新的生

命力。

在余杭数字文化产业核心承载地杭州良渚新城，一批将 AI 技术

应用于创意产业的企业形成聚集态势，抢先布局元宇宙技术赛道。

轻触交互界面，在对话框中输入关键词，选定感兴趣的漫画风格

与分镜模板，仅需 90 秒，完整的漫画便跃然屏上。杭州水母智能科技

有限公司（简称“水母智能”）研发的全国首个 AI 漫画工具“触手 AI”为

用户提供了“一键生成”的便捷体验。水母智能将传统漫画创作的 11
个环节精简至 5 个主要流程，成本可降低至原来的 37%。

专注于计算机三维影像和数字动画内容的杭州索以文化，将

AIGC（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技术应用到制作环节，在成本和技术端对

行业生态进行双重优化，促进行业变革。

2024 年，余杭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达 203 家，12 家企业被认定为

2024 年度杭州市总部企业，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收达 6099.78 亿元，

占杭州全市的一半以上。

科技创新赋能，余杭文化创作实现了流量、口碑的双丰收。一方

面，出台 2 亿元微短剧发展基金，发布微短剧“黄金 10 条”扶持政策，抢

抓微短剧产业风口，大力推进余杭良渚芯云影视基地建设。另一方

面，用好 2 亿元区级文艺基金，促进文艺创作再攀高峰。2024 年，余杭

蝉联省文化艺术发展基金资助项目数全省第一、市文艺精品扶持项

目数全市第一。

传承非遗文化
新表达掀起文旅热潮

在曲水环绕的双溪之畔，径山镇径山村为游客提供茶农体验、亲

子研学、宋代点茶之旅，展示千年径山禅茶文化的魅力。

近年来，径山镇依托非遗茶俗径山茶宴，打造出圈出彩的文旅模

式。经过对径山茶宴的服饰、器物、茶点等进行深入研究，径山镇打

造径山茶生活方式，推广径山茶礼仪，千年径山禅茶文化融入村民的

日常生活。2024 年，径山镇以“禅茶文化”为主题的非遗酒店、非遗民

宿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径山禅茶文化绽放新光彩。

在黄湖镇青山村，绿竹环绕，溪水潺潺，一间西湖绸伞工坊坐落

于此。蛇年春晚“白娘子”与“许仙”手中的那柄绸伞，就产自这里。

青山村积极培育以生态美育、非遗体验、手工艺研学为中心的文化艺

术产业，昔日的小村庄不断焕发新生机。

2024 年，余杭推出“余杭好地方”文旅区域公共品牌和“良渚寻玉

记”“径山问茶行”“青山溪游记”“未来共富路”四大文旅精品游线，涵

盖良渚古城遗址公园、中国国家版本馆杭州分馆等经典文化地标，还

有玉鸟集、径山茶宴等好去处、新玩法。

随着良渚文化大走廊建设的不断推进，一座座文化地标持续聚

集。这条大走廊由余杭在 2022 年底提出建设，至 2024 年，大走廊建设

取得丰硕成果，以“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典藏馆、良渚 5000+艺创园、径

山茶文化公园样板段“梦山径”等为代表，浓郁的文化氛围不

断吸引着中外游客。余杭还推出国有景区免门票、文旅消费

券发放、畅游余杭交通补贴等促消费政策，仅今年春节期间，

全区重点景区（点）接待游客超 138 万人次。

加强文化惠民
奏响“精神共富”乐章

万家灯火闹蛇年元宵，在闲林街道举行的“我们的节日·

元宵”主题活动为市民游客打造了一场集传统民俗、非遗技

艺、创意消费于一体的元宵文化盛宴。

当夜色降临、华灯初上，鱼灯巡游队伍如同夜空中的璀璨

星辰，缓缓点亮老街的每一个角落。闲林桦树流星、余杭五谷

龙、鸬鸟鳌鱼灯、仁和高头竹马等各镇街的非遗项目轮番登

场。古埠宋韵文化的独特韵味与水乡民俗的丰富内涵，为杭

州城市重要新中心赋予了不一样的文化味道。

各类文化惠民活动遍布街头巷尾。2024 年，公益电影放

映在余杭举行了 2746 场，惠及群众 30 万人次；已举办 12 年的“美丽洲

大舞台”活动，在节目中把余杭文化元素融入其中，掀起群众文艺共

享热潮。今年，余杭还将创新推出“美丽洲大舞台+小舞台”艺术形

式，持续打造聚集文艺爱好者、展示基层风采的文化惠民品牌；持续

开展“余杭好地方  余韵尽飞扬”文艺赋美文化展演系列活动，打造

“余杭好地方”流动文化展厅；落地 100 台 24 小时借阅零距离的智慧书

柜，结合“全民阅读月”“新时代乡村阅读季”，开展多彩的乡村阅读活

动，打响“余阅书香满城”的文化品牌；点缀在青山绿水间的乡村博物

馆群落也将彰显独特魅力，成为“文化补给”的重要场所。

杭州城市重要新中心建设加速推进，未来，杭州音乐厅、余杭大

剧院、图书馆、青少年活动中心、妇女儿童活动中心等将成为错落有

致的一颗颗“璀璨明珠”，进一步丰富余杭的城市文化内涵。届时，悠

闲漫步间便能欣赏到国际著名的歌舞剧表演，观看一场激动人心的

国际性体育赛事，观赏一场期盼已久的演唱会，沉醉于湿地湖链与灯

光交相辉映的迷人景致……

余杭的文化生活与潮流生活紧密相连，处处精彩纷呈。通过探

索“文化+”融合，让文化基因充分注入城市发展肌理，余杭将努力演

绎城市新精彩，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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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区是一片历史厚重的文化高地杭区是一片历史厚重的文化高地，，如今更以科技创新赋能如今更以科技创新赋能，，推动历史文化焕推动历史文化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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