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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 新产业 新发展

推动浙江文旅助力高质量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2022浙江全省重点乡镇干部培训班举行

◎ 记者 陈 冲 章 琳

为深入贯彻落实浙江省十五次党

代会精神、推动浙江全省文旅助力高质

量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压实全省全域

旅游发展基石，8月 6日至 8月 8日，2022
年浙江全省重点乡镇干部培训班在杭州

举行。

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党组

副书记芮宏说，办这个班，从浙江来说是

推动文旅，助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

需要，也是乡镇换届之后开创文旅工作

崭新局面的需要，是激发全省文旅创新

发展的实践需求。各乡镇干部应怀揣使

命感、责任感，发扬拼抢精神，抢资源、抢

客源、抢机遇、抢人才、抢资金、抢媒体、

抢品牌、抢项目、抢政策，全面做好当前

浙江省文化和旅游资源开发工作。

各地乡镇旅游发展
稳步推进趋势向好

在培训会上，湖州德清莫干山镇、

台州天台石梁镇、温州苍南县霞关镇等

部分重点旅游乡镇代表分别进行了交

流发言。

湖州德清县莫干山镇度假区党工委

委员、管委会副主任沈艳说，我们对部分

历史遗存旧址进行改造提升，保留部分

老建筑，打造特色馆群，保持自然景观和

文物古迹的原真性和完整性，成就富有

特色的风情文化街区。截止目前，全镇

有 195家住宿产品，2000个床位，3500个
餐位。今后，莫干山将进一步牢牢把握

当前机遇，率先打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转化通道2.0版，争创世界级旅游度

假区建设县域经验，打造共同富裕现代

化基本单元示范样本。

台州市天台县石梁镇副镇长余蓉

说，近年来，石梁镇卯定打造世界级高山

文旅度假小镇这个总目标，以小城镇环

境综合整治为总抓手，突出“做大、做强、

做美、做特”镇区这个核心，坚定不移走

农文旅深度融合、镇景村联动发展的

路子。今后，我们将努力打造现代化和

合之城的诗画明珠、浙东唐诗之路目

的地的最美片区、共同富裕标杆县的

镇域范例。

温州市苍南县霞关镇人大主席王道

文说，我们以美丽乡村和景区村庄创建

为载体，充分挖掘当地历史文化资源，

打造出“荷塘山色”新林、“红色圣地”南

坪等一批独具特色、环境优美的特色乡

村品牌，已有精品民宿 10家、旅馆酒店

30 家、海鲜楼 50 家、老字号商铺 20家、

休闲渔船20艘，重点打造了北关风岛、南

关之南等十二景点，形成了霞关一日游、

两日游的精品游线，年吸引游客突破100
万人次。

嘉兴平湖林棣镇徐家棣村书记、主

任刘建群表示，投入变投资，“旅游公司

10%+社会资本 80%+村民投资 10%”的

“飞股抱团”模式，我们成立专业的旅游

开发公司，与中国棒球协会签署中国少

年棒球集训队（U10年龄组）共建合作协

议，结合全省首个国际规格青少年棒球

场承办国家级棒球赛事，走上了一条农

文体旅融合发展道路，可持续地吸引和

招揽旅游者。截止目前。来自全国各地

的棒球参赛队伍近 300支，带来游客 82
万余人次，运营公司营收超1000万元，带

动周边农场营业收入超过850万元。

丽水市松阳县四都乡乡长张玲燕

说，我们坚持“文化引领的活态保护”理

念“品质优先的融合发展”依托“生长型”

民宿经济的加持助力，带动乡村旅游发

展和村集体经济增收，走出了山区县农

民共同富裕的“陈家铺路径”。通过业态

的植入，拥有崖居上最美书店先锋书店

陈家铺平民书局，全国第一家摄影主题

的市级农家乐综合体寨头摄影休闲园，

建有 6家精品民宿，每家民宿投资均在

1000万以上。截止目前，陈家铺接待游

客30万余人次，各业态综合营收1700多
万元。

衢州市常山县东案乡党委委员、宣

传委员祝雅斌说，东案乡成功招引腾云·
现代旅游根据地项目，通过“龙头带动、

村企联动、协同互动”，创新探索乡村旅

游“根据地”模式，推动村庄实现“业态繁

荣、产业发展、全民致富”，成为可学、可

看、可复制的富民强村改革试验地。截

至目前，盘活闲置农房 101幢、闲置土地

300余亩，累计接待游客8.5万余人次，实

现旅游总收入680万元，其中村集体增收

87万元，直接带动就业收入和农产品销

售 220万元，其中村民通过房屋租金、管

家工资、农产品销售等实现户均增收 4
万余元。

客观审视旅游发展中
出现系列“短板”

此次培训根据全省文化和旅游资源

开发在乡镇层面中出现的问题和重点工

作设置课程，并邀请了浙江大学和浙江

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的专家就新时代旅

游产业发展趋势、共同富裕背景下的乡

村旅游与乡村运营、景区村镇的高质量

提升、旅游业微改造精提升等进行授课，

资源开发处相关业务负责人就相关业务

进行了解读。

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原执

行院长毛水根说，全域旅游要求的是“到

处都是风景而非到处都是景点景区，到

处都有接待服务而非到处都是宾馆饭

店”，遍地开花式的旅游并非等于全域旅

游。当前部分区县（市）提出的全域景区

化建设，其实并未理解全域旅游的本质

内涵。全域景区建设忽略对当地居民休

闲需求的满足，与开放、共享发展理念的

不相容；全域景区建设与旅游全产业链

发展背道而驰；全域景区建设也并不能

体现旅游引导下的多规融合和综合统筹

管理的体制机制创新。

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四十百千”和

“微改造”专班办公室副主任叶飞说，

“席地而坐、悦心而游”——通过核心吸

引物、旅游目的地、旅游接待场所的“微

改造、精提升”，使旅游体验更精致，旅

游设施更精良，旅游景观更精美，旅游

服务更精心，旅游营运更精细。同时，

我们要注意，从大处着眼，小处入手，看

“绣花功夫”，始终以问题为导向，坚持

不搞大拆大建，处理好保护与开发的关

系，形成部门合力，要有完整的考核评价

体系，积极发动社会各界参与，切实做好

宣传工作。

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副院

长叶乐安说，文旅融合丰富了文化和旅

游资源的内涵与定义，产生了许多之前

没有的新资源；随着大众、休闲旅游时代

的到来，旅游供给侧发生变化，资源观也

发生了很大变化，人们对资源有了新理

解、新认识，涌现出众多旅游新业态、新

产品；文化和旅游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

设中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需要摸清文

旅资源家底，形成资源转化通道，推动区

域文旅产业发展进而缩小三大差距，促

进精神富有。

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资源开发处处

长林卫兴说，“十三五”，浙江省文旅产业

总产出双双突破万亿，实现跨越式发

展。但是，区域发展与资源禀赋不相协

调；产品供给与市场需求不相匹配；发展

方式与质量效益不相一致；发展诉求与

政策保障不相同步；行业发展与人才资

源不相适应；疫情防控与旅游发展不相

统一等一系列“发展中的问题”是我们要

客观审视的短板。

重点旅游乡镇干部
收获满满学有所思

在培训期间，全省重点旅游乡镇代

表学员还实地考察了杭州市萧山区进化

镇欢潭村与临浦镇横一村，通过现场说

法，分组讨论，整个培训针对性、指导性、

实用性、启发性都很强，让大家能够学以

致用、融会贯通，受到学员们的一致好

评。

杭州建德市寿昌镇党委副书记穆亚

琴说，虽然时间短但是课程很满，收获也

非常多，学有所思。文化和生活场景要

相适应，不能把文化变得很高大上、非常

严肃，这样和旅游本质是相违背的，那我

们寿昌也做了一些融合举措，并且我们

打造了夜市一条街，把传统产品、炒粉

干、豆腐包、寿昌糕点放出来，但是说实

在，虽然上了两次央视，但是从我自身感

觉，在文化上，特别是听了微提升改造的

课程，我们还是很粗糙，不够精细，包括

糕点的包装、制作，在精细化精致上还要

进一步打造。

杭州市西湖区转塘街道主任科员陈

卫军说，我们街道的乡村旅游的发展已

经到 3.0版本，最早 1.0版本就是纯粹吃

加住，2.0版本是吃住加团建、亲子活动，

这个是疫情前，疫情经过洗牌以后，发现

我们的民宿 3.0版本就是吃住加各类主

题活动，再加上户外婚礼、商业拍摄，全

部是民宿自发形成的。作为在街道基层

工作人员，民宿给了我工作莫大的帮助，

要更多去关爱这些民宿的从业者、投资

者，让他们在我们这个地方能够开花结

果、枝繁叶茂，只有他们有钱赚了他们才

会更用心地在你这个地方扎根下去，甚

至能够扩大经营。

据悉，重点乡镇干部培训是省委组

织部牵头省文化和旅游厅组织的抽调县

管干部专题培训之一，为培养浙江美丽

环境转化成美丽经济的乡镇干部发挥了

重要作用，已连续举办四期。会议认为，

“十四五”及今后一个时期，浙江省旅游

业将处在现代化的开启期、高质量发展

的关键期。乡镇作为全域旅游发展“压

舱石”，在疫情反复，旅游业受到巨大冲

击情况下，2021年浙江省全年旅游人次

和总收入已恢复到2019年同期的85%和

84%。旅游业发展复苏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