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文旅融合迸发更多“金点子”

浙江金华：

景村共融促共富

盛夏时节，走进位于金华双龙风景旅游

区的鹿田村， 只见村口的鹿女湖碧清如镜，

周边山峰倒影似画。

地处浙江省金华市的金华双龙风景旅

游区，是浙中旅游胜地。 景中有村，村景互

动，是该旅游区的重要特点之一。

“鹿女湖的原先功能比较单一，作为水

库只是用于灌溉。 ”鹿田村党支部书记陈锋

介绍，几年前，经过金华双龙风景旅游区管

委会的布局，陆续打造了观光栈道、沙滩、骑

行道、丛林小火车、水上运动中心等业态后，

鹿女湖一下子成为金华市民的网红打卡点，

每天前来休闲旅游的市民络绎不绝。

见到村民楼宝松时，他正在 150 平方米

的新房里打扫卫生。“村里的旅游业态多了

以后，游客量持续增加。 2022 年我翻修了老

房子，将 8 个房间用来做游客接待，一年收

入有 20 多万元， 比以前在家单纯种地强多

了。 ”楼宝松笑呵呵地说。

村庄大变样后， 村民日子也有了大变

化。 据陈锋介绍，鹿田村山水景色没有开发

前，村民人均年收入只有 1 万多元，如今村

民通过出租农家房屋、搞民宿餐饮、苗木盆

栽等，人均年收入达到 5 万元。

不光是鹿田村，记者沿着北山蜿蜒山路

前行，走进大岭、洞前等村庄，这些风光秀丽

的小山村，也实现了由“颜值 ”到“价值 ”

的转变。

“6 年前，我们大岭村头顶上是蜘蛛网一

般的电线，道路上有摩托车开进去就拔不出

轮子的大坑，芙蓉湖里是制作番薯粉排出的

污水，臭不可闻。 ”大岭村党支部书记翁健余

回忆说。

近年来，在双龙风景旅游区管委会的项

目推动下，大岭村的美回来了，村民的收入

也涨了。

除去荒草、种上鲜花，移掉电线杆、种上

绿树、 把电线埋在地下……一番整治之后，

大岭村的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周末和节假日来玩的人越来越多。 ”

2018 年到大岭村开了家民宿的“新村民”杜

惠珍说，在乡村旅游业的带动下，大岭村的

笋干、番薯、萝卜等农产品已不再烂在地里，

一上市就被游客抢购一空，村民也从原来的

“出不去”变成了现在的“不想出”。

坐拥双龙溪峡谷、二仙洞等景观资源的

洞前村，在 20 世纪 90 年代时，还是一个以

石灰、矿业等产业为主的村庄。 近年来该村

打造的溶洞探秘游、文化体验游、运动赛事

游、露营休闲游、度假康养游等旅游产品，带

动了乡村振兴。

“景村融合，一头连着经济发展，一头连

着民生福祉。 ”金华双龙风景旅游区管委会

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双龙风景旅游区

管委会将充分发挥景区辐射带动作用，同步

推进农村景观化、产业融合化、全域景区化，

让更多村民在景村共融发展中获得实惠 。

（李平 孔令杭）

川西大地，自东向西山势渐起，海

拔

3000

米之上的四川省阿坝州马尔

康市松岗镇直波村， 吸引着众多游客

前来探索和体验。

村里的八角碉楼屹立于峡谷口，

始建于清乾隆年间， 并以石木结构为

基， 整体由下向上逐渐内收， 呈台锥

形。 多年以来，八角碉楼不仅见证了直

波村的沧桑变化， 更是凭借其独特的

魅力，成为当地文旅的重要名片。

“村子的生活状态比以前好了很

多，越来越多的游客来这里旅游，感受

独特的藏族文化。 ”看着当地的旅游日

渐升温， 村民劳让计划着在村里经营

民宿———扩建家中房间，打造“碉楼藏

家乐”，既能满足游客沉浸式体验藏族

文化，也可以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

然而， 资金短缺成了劳让经营民

宿的最大难题。

转机来自一次当地举办的金融知

识下乡活动。 劳让在银行工作人员的

耐心讲解下了解了普惠金融业务，并

打开手机开始一步步申请贷款。“没想

到在手机银行

APP

上， 手指一点就能

测出贷款额度。 有了这

10

万元贷款，

‘碉楼藏家乐’一定能红红火火。 ”劳让

激动地说道。

今年夏天，“碉楼藏家乐” 在劳让

的努力经营下越来越热闹，“这里有

6

个藏式碉楼主题房间的客房， 客人可

以品尝用藏式传统铜锅熬煮当地的牛

肉、腊肉、野山菌等食材的‘土火锅 ’，

味道鲜美、货真价实。 虽然规模不大，

但也提供餐饮住宿休闲一条龙服务。

今后，等资金充足了，我还要多加几间

客房呢！ ” 劳让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信

心。

不仅“碉楼藏家乐”，伴随着普惠

金融“大文章”的推动，金融资源正在加

速涌向农文旅融合业态。

特别是前不久 ， 中国人民银行 、金

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财政部、农业

农村部五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开展学

习运用“千万工程 ”经验 加强金融支持

乡村全面振兴专项行动的通知》（以下

简称《通知》）提出，持续创新金融支持

农文旅融合模式， 开展文旅知识产权、

景区收益权等抵质押融资，盘活农业文

化遗产、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文化资

源，支持村跑、村超、村晚等特色农村文

体活动。

在 谈 到 促 进 农 村 一 二 三 产 业 融

合发展时 ，《通知》也 明 确 ， 打 造 相 匹

配的信贷产品体系 ， 将金融服务与弘

扬和培育良好家风乡风相融合 ， 探索

将村民“无形” 信用资产转化为“有

形”信贷资金。

“普惠金融服务正为农文旅融合发展

的模式增添活力。 ”业内人士表示，农文

旅融合能够推动乡村产业多元化发展 ，

推动农业产业链的附加值增加， 但其多

元化主体的金融需求， 仍需要开辟绿色

信贷通道，优化金融服务方案，让金融支

农与文旅融合、消费升级同频共振，实现

乡村生态效益、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的提升。

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认为，

强化乡村振兴金融服务， 重点就是要促

进农村产业兴旺。 我国金融业要加大对

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服务， 更好地支持乡

村产业振兴，让产业兴旺带动乡村振兴。

如今，看着各地游客住在“碉楼藏家

乐”，喝着酥油茶，就着糌粑惬意聊天，劳

让相信，更多“金点子”迸发下的农村文

旅正在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

（黄盛）

游客在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炉下镇斜溪村游玩。 吕明 摄

“很好玩，我已经推荐我同学来了。 ”正在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炉下镇斜溪

村参加夏令营的学员严智宸，给记者分享起他体验茶洋窑陶瓷文化的感受。三三

两两的游客，漫步在斜溪村的古民居中，感受着乡村的“松弛感”……曾经猪粪味

迎面而来的山乡小村，如今蝶变成了热门打卡点“旅游村”。

斜溪村坐落于闽江南岸，有着绵延的江岸线、千年历史的古榕树、茶洋窑文

化和李侗文化等得天独厚的自然和文化资源。 然而， 村民们长期粗放的生猪养

殖，虽赚鼓了“钱袋子”，却丢失了生态“绿饭碗”。

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如何平衡？ 斜溪村未来的路又该如何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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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养猪村”到“旅游村”

这个山乡小村如何绿色“转身”

以“绿”为笔

擦亮乡村“颜值”

粗放的生猪养殖曾是斜溪村

的支柱产业，无序养殖、猪牛粪便

污染等带来的环境问题如何解

决？

2017

年，是斜溪村环境整治的

关键转折点。 福建省南平市延平

区委书记黄桂诚介绍，“

2017

年，

我们打响了畜禽养殖污染整治

‘百日攻坚战’，市、区一体联动削

减生猪

216.57

多万头， 拆除面积

约

381.32

万平方米。”斜溪村走上

了畜禽养殖污染整治和生态转型

的改造之路。

“为什么把我们的饭碗给砸

了？ ”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炉下镇

斜溪村驻村第一书记李成政告诉

记者，在开展整治过程中，村民们

一开始均有抵触。 他与村民们沟

通疏导 ，“这样养猪虽然赚到钱

了，但破坏的是子孙后代的环境，

包括自己的身体健康。 ”

一遍遍协调和普及，村民们逐

渐看到了整治背后的长期效益。“把

养殖场拆除后， 我们村里的水质得

到了很大改善。 以前村民们也不愿

去井里打水， 现在每天井边有络绎

不绝的人在取水。”提起整治环境后

的变化， 李成政满是欣喜，“如今遇

到村民们， 他们都很感谢当时能走

这条正确的道路。 ”

因水而生的斜溪村，在环境整

治时也离不开治水之问。 李成政指

出， 近三年， 斜溪村利用好专项资

金，对闽江流域进行常态化保护，改

善了

2019

年遗留的“河湖四乱”问

题。 生态治理依靠“单兵作战”无法

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福建省南平市

延平区在治理“一江水” 上启动了

“跨区域协作”。

黄桂诚介绍，该区创新了闽江

上下游“巡河交水 ”机制 ，进行“河

湖四乱” 整治、 河漂垃圾清理等。

2023

年， 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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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省控重点小流

域断面

Ⅰ

—

Ⅲ

类优良水质比例为

100%

，其中

Ⅰ

—

Ⅱ

类优质水质比例

为

90%

。

逐“绿”而兴

串起致富链条

养殖场被拆除了，村民们的生

计问题怎么办？

近年来，斜溪村积极争取库区

项目、 乡村振兴试点示范项目等资

金，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推进整村立

面改造等， 大力发展生态种养殖和

乡村文旅产业， 促进了一二三产业

的融合发展。

“发展乡村旅游要以当地文化

资源为基础、自然资源为支撑，走差

异化发展道路。”福建省洲头旅游开

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叶进告诉记者，

当时选择斜溪村进行农旅开发，就

是看中了它以水而兴的自然资源、

环境治理的持续推进以及丰富的非

遗、红色文化等。

如今走进斜溪村，可以看到传

统村舍墙上融入

3D

绘画、 粮食仓

库被“爆改”成文旅空间，老旧民居

焕新成特色餐吧……斜溪村通过盘

活农村闲置资源，引入社会资本，打

造了茶洋窑文化创意馆、 落羽杉露

营地、 洲头企业文化博览园等文旅

项目 ，“农旅

+

文旅”产业规模已

初显。

当亲近大自然、体验乡村慢生

活的“

Country�Walk

”逐渐成为了

年轻人的旅游新玩法， 越来越多的

人走进了这个山乡小村。 走访斜溪

村期间， 记者发现村口的道路正在

翻新修建， 路边农户给自家的新民

宿挂上了广告牌子， 斜溪村实现了

绿色“转身”，但未来的新乡村故事

依旧未完待续。 （据中国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