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缙云仙都，九曲练溪，十里画廊，山水飘逸。

鼎湖峰旁，“天下第一祠”黄帝祠宇坐东南朝西北，与陕西黄帝陵遥相呼应。

这里是中国南方黄帝祭祀中心和中国南方黄帝文化辐射中心、研究中心、展示中心。10月4日，即将迎来壬寅（2022）年中国仙都祭祀轩辕黄帝大典。

黄帝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源泉，也是缙云最具代表性和辨识度的文化标识。

1998年，黄帝祠宇重建并恢复祭祀轩辕黄帝典礼；2006年，仙都黄帝祭典升格为市政府主办；2011年，“缙云轩辕祭典”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21年

成功升格为省政府主办并圆满举行首次省级祭祀；今年，黄帝文化又历史性地写入了省第十五次党代会报告。

黄帝文化之于缙云已经不仅仅是一场祭典，更是让缙云的知名度、美誉度、竞争力显著提升的新引擎，推动着缙云真正历史性地走入舞台中央，迎接发展的重大新机

遇。缙云传承和弘扬黄帝文化，以文化铸魂塑形赋能的强大力量正越加显现。

缙云烧饼缙云烧饼

仙都黄帝祠宇

辛丑（2021）年中国仙都祭祀轩辕黄帝大典

文脉赓续 擦亮旅游金名片

“皇都归客入仙都，厌看西湖看鼎湖。”走进仙
都景区，云霞辉映，峰岩奇绝，恍若仙境的美景让人
沉醉其中。

仙气与烟火相互交织，犹如遗落在山河里的诗
篇。日月轮转，任光阴沉浮。深厚的古韵乡愁和仙
缘情结，融化成为一幅幅淡淡的水墨画卷，呈现在
你的面前。

文化如水，润物无声，沁入心灵。来自五湖四
海的游客被深深吸引，纷纷走进仙都，赴一场黄帝
文化之旅。看精彩绝伦的“轩辕赞”乐舞表演，感受
先祖庄严神圣的祭祀祈福活动，领略悠远厚重的黄
帝文化，祈愿福佑中华，时代昌盛。

“祭典在线”应用在“浙里办”服务端和“浙政
钉”上线，为黄帝祭典披上“数字”外衣，全方位优化
祭典流程，并为文化传播和文旅融合提供了平台支

撑。其中“我要当主祭”“我要来养生”“我要来购
物”“我要来旅游”等模块为游客提供全流程、沉浸
式服务体验，实现游客旅游购物精准引流等。

“黄帝文化研学游”“黄帝文化养生游”……一
批批精品旅游线路的推出，特色亮点不断凸显。“百
名”系列祭祀轩辕黄帝活动，将黄帝文化的影响力、
辐射力、传播力进一步提升。

讲好黄帝故事，弘扬黄帝文化，传承黄帝精
神。每年重阳公祭系列活动上，缙云邀请全国知名
专家学者举办黄帝文化研讨会让这里的学术氛围
日渐浓厚；常态化推出的《轩辕赞》及《老鼠娶亲》等
具有文化特色和乡土风情的非遗节目演绎备受游
客好评；全新的民俗文化展示中心等项目建设如火
如荼推进，黄帝文化之路越走越宽。

缙云还开发了“非遗进景区之仙都有‘戏’”主
题精品路线；“来缙云不止深呼吸—养身养心之旅”
文化旅游精品路线；“华夏之光 问祖轩辕”黄帝文
化研学精品路线。“探寻黄帝文化”毕业研学之旅，
让学生们观鼎湖峰倒影，探秘黄帝南巡秘密，熟悉

中国朝代的更迭……
击鼓撞钟、敬上高香、敬献花篮……6月 16日，

2022浙商全国 500强峰会在缙云举行。来自全国各
地的领导嘉宾、专家学者、“浙商全国 500强”代表、
浙商全国理事会会员代表、侨商代表等齐聚一堂。
代表们参加了壬寅（2022）年百名浙商祭祀轩辕黄
帝大典，身临其境地欣赏缙云美丽风景、感知厚重
历史、感受独特风情。“祭祀轩辕黄帝让我有一种油
然而生的自豪感，深刻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魅
力。”浙商代表田宁说道。

7月 26日，“立足中国土，回到马克思——中国
新闻传播学再出发”第五届中国特色新闻学高级研
讨班的学者们来到仙都景区，在烈日骄阳下，祭祀
轩辕黄帝。他们当中既有授课教师，也有学员，都
是博士生以上的学者，包括教授、副教授、讲师等高
校教师，来自五湖四海，内蒙古、黑龙江、重庆、海
南、河北、天津等省（市）。“仪式感非常强，我们感受
到了黄帝文化的独特魅力，这也是传统文化的根
脉。”渊源深厚的黄帝文化，让学者们感受尤其深
刻。

仙都景区和黄帝文化的影响力与日俱增，辐射
效应正遍及缙云全县乃至全省。缙云旅游基础设
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文旅事业蒸蒸日上。2021
年，缙云县接待旅游者 374.7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
入 41.6 亿元。“黄帝缙云，人间仙都”的旅游品牌不
断打响。

文化铸魂 乡村振兴话共富

随着仙都景区创成国家 5A级旅游景区，仙都黄
帝祭典获批成为浙江省唯一由省人民政府主办的
祭祀类节庆活动，缙云乡村旅游风生水起，形成了
仁岸、陇东、笕川、雅宅、岩门等一大批景区村，可
赏、可游、可玩、可住，今年三季度，实现休闲农业与
乡村旅游总收入 3.56亿元，环比增长 97%，生动实践
着新时代乡村振兴。

缙云县仙都街道鼎湖村就是一个缩影，这个位
于缙云县城东北，人口 1785人的村庄，因坐落于仙
都景区核心景点鼎湖峰下而得名，景村一体、风光
秀丽。黄帝文化的挖掘、传承和弘扬融入了鼎湖村
发展的每一天、每一处。

鼎湖村 103户 300余人搬迁进入鼎湖大道新居，
并腾出 209亩建设用地，打造了以慢游健身、滨水游
赏、乡村文旅为主要功能的瓯江山水诗路廊道，还
建设了轩辕文化街，其中村集体拥有各类旅游商铺
26 间。有民宿农家乐 252 家，床位 6567 个，餐位
10000余个。其中，省级金宿 1家、银宿 12家、省四
星农家乐 4家，“丽水山居”精品示范民宿 32家、市
三星级农家乐 38家，涵盖摄影、影视、咖啡、汉服、多
肉等多种主题，先后获得省级特色旅游村、农家乐
特色村、市级 3A旅游村等荣誉，民宿农家乐年经营
收入曾突破 6000万元，成为全市最大的民宿农家乐
集群之一，带动了一大批本地农户就业和增收。

鼎湖村将缙云名小吃烧饼作为富民法宝，成功
打造集缙云小吃、土特产、烧饼文化体验、亲子游、
研讨会等服务为一体，产品涵盖 5大类、9大系列、上
百个品种，烧饼、梅干菜、笋干、桃胶、麻糍、清明果
等农家特色产品深受游客喜爱，旺季时一天可接待
游客 400 多人次，每天收益 1 万多元。有游客形象
地说：“缙云烧饼，对买家，是绿水青山的问候；对卖
家，是金山银山的等候。”

如今的文化街，道路宽敞、楼房规整、风景宜

人，民宿、美食汇聚，游人熙攘，成为景区的金字招
牌之一。仅此一项，就带动村集体经济增收 132万
元，是 2004年总收入的 6.5倍。

“我们将发挥鼎湖村景村深度融合的优势，以
文化繁荣与艺术振兴作为乡村发展的最大变量，系
统推进乡村产业变革、文化复兴和治理能力提升，
激活民宿旅游和文创产业，助力乡村振兴奔向共
富。”仙都街道办事处主任潘春晓说。

“一镇一特色、一路一风景、一村一韵味。”在缙
云，已开发乡村旅游节庆活动 30多个，景区镇、景区
村占比分别达 100%和 58%。“1 个 5A、2 个 4A、5 个
3A”核心旅游产品体系和“1个 4A级景区城、17个景
区镇、146个景区村”全域旅游图景正逐步绘就。

一幅幅农村美、农民富的乡村振兴新画卷正徐
徐展开。

文化反哺 惠民产业迎新机

“没想到一个景区的文创产品有 80多个品类数
千种商品，从食品到用品，可甜可咸，让人忍不住买
买买！”到仙都旅游的游客禁不住连声赞叹。

去年，仙都景区引入意大利唯雪冰激淋，为景
区业态增添时尚元素；推出全市首支文创雪糕“仙
境奇冰”，火爆朋友圈，引无数路人打卡仙都。

今年中秋节，高颜值“幸会缙云”文创月饼一上
新就销售一空。月饼上印有缙云仙都景点图案，还
有河阳八士门、问渔亭、婆媳岩等缙云特色景点，搭
配具有黄帝文化元素的定制礼盒，更具文化内涵，
还登上了央视。

缙云县文化旅游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李
翔表示，“文创月饼把缙云的黄帝文化和缙云的美
景相结合，用更年轻的表达方式，传承与创新中华
优秀历史文化，让传统文化在当代生活中焕发新的
生机，将黄帝文化融入市民生活中，让黄帝文化飞
入寻常百姓家”。

此外，还有轩辕黄酒、轩辕黄茶、黄帝养生餐、
黄帝文化衍生文创、《黄帝内经》养生等系列产品，
黄帝文化产业收入达到 100亿元。目前，已开发“把
仙气带回家”等主题文创产品 80余种。

依托黄帝文化品牌，缙云开发了缙云烧饼、缙
云爽面、缙云黄茶等为代表的“五彩农业”，推动产
品增值溢价，实现年产值超 72亿元。

民间传说轩辕黄帝发明了缙云烧饼，在仙都景
区，每家烧饼铺店内都醒目地写着缙云烧饼的传
说。“很久以前，轩辕黄帝在缙云仙都的鼎湖峰架炉
炼制仙丹，饿了就和个面
团,贴 在 炼 丹 炉 内
壁烤着吃 ，因
此缙云烧
饼也称

‘ 黄
帝

饼’‘轩辕饼’……”这是每个缙云人耳熟能详的故
事，黄帝文化早已深深融入缙云乡愁富民产业之
中。

章金英是土生土长的缙云人，面对家乡秀丽的
风景，早些年在家门口当上了“村姑导游”，看到融
入黄帝文化的烧饼商机，如今办起了多家烧饼店，
每天卖出上千个烧饼。不仅如此，她还接待疗休
养、亲子游、研学旅游等团队体验烧饼的制作。来
自上海、宁波、杭州等地的游客纷纷前来体验，揉面
的揉面、和馅的和馅、提面坯的提面坯、撒芝麻的撒
芝麻……经过一道又一道工序，烧饼在烧饼桶中炭
火热力的催动下，逐渐开始释放麦香。游客对烧饼
的工艺传承以及其背后的文化，也有了更深刻的体
验。

这个与黄帝文化紧密相关的缙云烧饼，已经成
功走向世界。如今在全国拥有 8000多家门店，成功
进军加拿大、澳大利亚、意大利等 16个国家，2021年
缙云烧饼“烤”出 27亿元产值。

民间传说缙云爽面也与黄帝有关，有着悠久的
历史和文化底蕴。舒洪镇姓王村的缙云爽面博物
馆 6700 多平方米的馆舍内分布有露天晒场、加工
区、品尝区、农耕馆，还有销售区。销售区内，注册
有缙云爽面商标的各式爽面产品一应俱全。仅舒
洪镇，已建立 1000 余亩的 908 小麦示范基地，专人
种植，定向供应，确保缙云爽面品牌的纯正性。缙
云已累计培训爽面师傅 2200多名，发展加工户 3000
多户，年产值超过 2.6亿元。

缙云全县建成黄茶基地 1.35万亩，产值 9800万
元。缙云黄茶平均可卖 4000元/公斤，最高可卖到

30000元/公斤，与西湖龙井一起入选G20杭州
峰会用茶，连续 4年获中国茶叶区域公用

品牌价值评估最具溢价力品牌……缙
云通过挖掘黄帝文化、健康养生文

化内涵，成功走出一条产业富民
之路。

山水间赓续黄帝文脉，文
化惠民如火如荼，文化产业
欣欣向荣……

在缙云，黄帝文化效
应正逐步显现，释放出磅
礴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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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会缙云”文创月饼

壬寅（2022）年清明浙江缙云海峡两岸共祭轩辕黄帝大典

缙云爽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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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片由缙云县委宣传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