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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浙江宁波慈城镇

“半檏园”，

习国学、做手工、种粮食，体验古代人

的日常生活；住在湖州安吉余村，来一

次轻松畅快的户外短途游， 闯入大自

然里狠狠“吸氧”；到杭州百丈镇溪口

村，一场别开生面的“草地音乐沙龙”

已经拉开帷幕， 悠扬的歌声在耳畔萦

绕……近期，不少游客在浙江体验别样

的乡村生活。

近些年，浙江在推进“千万工程”

建设过程中，统筹推进美丽乡村、人文

乡村、善治乡村、共富乡村等多种发展

模式，通过盘活闲置资源、引入业态项

目、 加强合作交流、 创新乡村运营模

式，加速推动乡村旅游发展，形成了一

幅各美其美、 美美与共的乡村共富

图景。

解锁生意经

一大早， 很多人就在位于宁波市

镇海区永旺村的“沿山路

77

号咖啡

馆”前排起了队。 时尚通透的外观与田

园风光巧妙融合， 让咖啡馆成为一道

亮丽的风景线， 不少骑行爱好者将这

里作为环山骑行的必经之处。 在咖啡

馆不远处，还有露营基地、永旺花海、

乡野青创集等多样业态， 市民游客围

坐在一起，享受悠闲假日。

永旺村是镇海区较早引入咖啡文

化的乡村之一。 近年来，全村不断丰富

乡村旅游业态，除引进咖啡馆之外，还

探索推出“文创

+

研学”“农创

+

康养”

等项目， 给游客提供更丰富的乡村旅

游体验。

“做乡村旅游要因地制宜，做规划

的时候， 就要把村民的因素和村里可

以盘活的资源考虑进来。 ”宁波市镇海

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党委书记 、

局长冯旭春介绍， 永旺村的新业态为

当地村民创造了很多就业岗位， 闲置

自建房成了游客的休闲会客厅， 乡村

运营的创业创新实现良性循环。

尖山镇是金华市磐安县农家乐

最多的一个镇 。 因为数量多，农家乐

竞争激烈 ，一度不得不以低价竞争获

取更多订单。 为了引领业者跳出低价

怪圈 ，近年来，尖山镇湖上村党支部

书记周红光奔走于村户间 ，积极倡导

和实践农家乐的转型升级策略 ，推动

农家乐向精品化 、个性化和专业化方

向转变 ，让每个农家乐拥有独特的主

题和主人文化 ，村庄运营环境得到大

幅提升。

“除了小家的改造，我们也很注重

整村改造。 近几年，村里每年都会投资

几百万元举办大型项目吸引人流。 比

如去年举办的未来乡村露营赛和亲子

团队赛， 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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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时间就吸引了八九万

游客，农家乐都住满了 。 ”周红光说 ，

“把活动搞起来， 人才也吸引进来，村

庄才会有新的活力。 ”

寻求新机会

随着乡村旅游蓬勃发展， 浙江各

地乡镇积极寻求新的文旅运营模式，

注重打造差异化。

在有着“中国棒球第一村”之称的

平湖市林埭镇徐家埭村， 一场又一场

酣畅淋漓的棒球对决， 吸引游客专程

赶来。

“平湖外向度高、外企集聚，徐家埭村在

长三角核心腹地，位于沪杭苏甬

1.5

小时

交通圈内，区位优势明显。 我们在与外资

客商打交道时， 发现他们喜欢小球类运

动，由此我们想到瞄准棒球运动，打造一

个棒球村。 ”嘉兴雁仁文旅有限公司总经

理平华锋说，作为专业运营团队，他们做

的事情很聚焦， 就是把棒球这个板块做

好做精，真正打造好一个赛季。 作为乡村

里唯一的国家级训练基地， 徐家埭棒球

基地短时间内就创收

500

余万元。

安吉县天荒坪镇大溪村是传统旅游

村落。 如何把老牌旅游村庄唤醒、焕新，

95

后、 大溪村党总支书记查李苏带领村

民交出了一份不错的答卷。

“我回村后招引的第一个项目是一

个叫安吉摘星星的地方。 这是由天荒坪

山顶占地

11.3

公顷的汽轧厂改造而成

的。 我们把水泥地铺上草坪，修缮整理废

弃的山塘，变成年轻人可以蹦迪的泥塘，

用废弃的枯树枝装饰场地， 一个年轻人

喜欢的文旅空间就诞生了。 ”查李苏说，

“我认为唤醒村庄、激活闲置资源，最重

要的是思路上的转变， 要创造一个能给

游客提供情绪价值的新空间。 ”

整合开新局

随着乡村文旅多点开花、 产业全面

发力， 浙江如何继续做好乡村旅游的排

头兵，业者有自己的想法。

“乡村运营还是要坚持政府引导、统

筹和村集体合作社资源整合， 以及对很

多第三方公司企业资源的综合利用 ，把

它们叠加好，实现

1+1+1>3

的效果。 ”宁

波市镇海区九龙湖镇党委副书记、 镇长

陈诚认为， 乡村未来的发展需要注重

整合。

“我们曾在径山镇举办了一次国际

飞行节，很成功。 但很多人想不到，我们

的飞机、机组人员、降落点，甚至是卖票

途径都是‘组装’的，是集合了多方资源

‘拼凑’起来的。 ”杭州径山书院联合创始

人董国民以径山镇的运营经验为例说 ，

乡村最缺的就是人才， 最大的资源就是

山山水水和闲置房屋， 通过一个项目整

合资源，就能产生

1+1>2

的效果。

杭州市临安区是不少乡村争相学习

的样板。 在浙江省旅游协会乡村文旅振

兴分会会长陈伟洪看来， 临安的乡村运

营模式核心竞争力就是市场化、专业化、

整村化。 还要有一个以政府为主导构建

的乡村运营闭环。

乡村文旅运营的对象是消费者，如

何挖掘消费者需求、前置消费者需求，是

决定运营好坏的关键要素。 在浙江听涧

文旅集团联合创始人常涛看来， 做旅游

无非就是两件事：躲起来、凑热闹。“要想

办法让愿意躲起来的人到乡村来， 躲起

来的人多了乡村就热闹了， 凑热闹的人

多了，乡村也就发展起来了。 ”

对于未来， 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

厅党组成员、 副厅长李新芳提出了

3

点

建议：“浙江要在变局中开新局， 深刻认

识游客、市场和环境的加速变化；要在危

机中育新机，聚焦精准高效，创新开辟乡

村文旅运营发展的新赛道； 要以情怀促

事业、以品质立标杆、以交流增动力 ，点

燃推动乡村文旅发展的激情。 ”

（章璇）

新创意“组团”

浙江乡村拼出新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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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旅

“一号文件”送来政策春风

农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

雨水节气刚过，春耕春管正当时，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农

村改革 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

见》（以下简称“一号文件”），也于不久

前正式向社会公布。 这是党的十八大

以来， 中央连续出台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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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指导

“三农”工作的一号文件，是又一个以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作为主题的一号文

件， 向全党全社会再次发出重农强农

的强烈信号， 为广大农民群众送上了

政策春风和民生关怀， 也为文旅赋能

乡村振兴工作指明了方向。

优质资源直达基层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 一

号文件提出，“建立优质文化资源直达

基层机制， 丰富农村文化服务和产品

供给”，“加强乡土文化能人扶持，引导

群众性文体活动健康发展”。

文化和旅游部全国公共文化发展

中心（以下简称“发展中心 ”）相关负

责人表示 ， 一号文件的要求十分具

体、 务实、 精准， 具有很强的指导意

义。“十四五”以来，发展中心认真落

实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和文化和旅游部

《“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

划》， 统筹实施全国乡村网红培育计

划 ，坚持“正能量

+

大流量 ”培育标

准， 发掘、 培育了一批乡村网红优秀

人才 ， 持续推介乡村特色文旅资源，

打造“和美乡村”代言人。 发展中心未

来还会组织开展

2025

年“乡村网红

走基层” 活动， 从乡村振兴人才建设

关键要素出发， 为基层培育本土文旅

达人， 组织乡村网红优秀人才为基层

推介、代言、带货，组建文艺志愿服务

小分队慰问基层群众 ， 在基层推出

“乡村微市集”，优选若干区县入驻乡

村网红总部基地。

发展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 发展

中心充分发挥在数字文化服务上的优

势，深入乡村，注重搭建平台，整合优

质资源，让各类人才资源、活动资源、

先进技术资源、专家资源、社会力量资

源，都在乡村发力，做到优质文化资源

直达基层。 在这一过程中，乡风文明和

村民精神面貌、 文化获得感都得到很

大提升。

文明乡风焕新颜

乡风文明建设离不开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润泽。 今年，一号文件还提出

“创新开展‘戏曲进乡村’等文化惠民

活动”。

在全国政协委员、 北京文史馆馆

员刘侗看来，戏曲进乡村是一项“还戏

于民”的伟大工程。

“中国戏曲艺术很多剧种都来自

田间地头， 戏曲的根在乡村、 根在基

层、根在人民群众中间。 如今，在网络

化、数字化、新媒体时代，在艺术之花

群英争艳的背景下， 我们依然欣喜地

看到戏曲在乡村演出的盛况……戏韵

铿锵，乡音袅袅，万民共情！ ”刘侗表

示，戏曲进乡村，把最好的戏曲艺术送

到老百姓的身边， 丰富和活跃人民大

众的生活，是戏曲人必须做的。 进乡村

的戏曲需要结合乡村振兴， 就地取材

创新创作， 同时还要让戏曲艺术在广

袤的乡村不断地冒出新芽， 让乡村群

众成为一个个自发或者自觉的戏曲爱

好者、传习者。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

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表

示， 在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要处理好

乡村文化和文化乡村的关系， 一方面

要充分挖掘整理乡村文化， 让乡村文

化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与

现代旅游的深度融合中焕发新生机 ；

另一方面则要赋予乡村新的文化内

涵， 从发展的眼光看待文化乡村的进

化，通过文化赋能乡村、艺术赋美乡村，不断

提升乡村的美学属性、 增强乡村的文化属

性、打造乡村的文化精品，让乡村成为富有

文化气息的现代化乡村。

农文旅融合气象新

一号文件提出，“推进乡村文化和旅游

深度融合， 开展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试

点 ，提升乡村旅游特色化 、精品化 、规范

化水平”。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不断推进，乡村旅

游日益成为人民群众旅游消费的重要选择。

2021

年，文化和旅游部协调推动将“支

持乡村旅游发展”“支持乡村旅游重点村镇

建设”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

法》，为乡村旅游发展提供了保障。

2023

年、

2024

年元旦春节期间， 文化和旅游部联合

商务部等部门连续两年开展“游购乡村”系

列活动，以新颖的“赏乡村美景、品乡村文

化、购乡村好物”形式，充分发挥乡村旅游丰

富消费场景的带动作用，整合线上线下销售

渠道和媒体渠道， 带动乡村农文旅产品

销售。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 今年

的一号文件指出，“深入实施农村产业融合

发展项目，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

浙江省杭州市临平区塘栖镇丁河村是

推进特色产业转型升级的“明星村”。 近年

来，丁河村积极打造乡村共富工坊，推出手

作工坊 、农业果园、龙虾垂钓 、鸬鹚捕鱼表

演、露营基地等项目，促进特色农产品的开

发和销售，增加当地百姓收入。 丁河村相关

农文旅项目负责人孔祥锋介绍，丁河村正在

探索结合本地的枇杷产业，打造特色枇杷花

叶茶深加工产业链， 充分融合水乡文化、枇

杷文化，培育新业态，带动村民在家门口就

业发展，打造乡村产业共富示范点。

（马爱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