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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意栖居 乡民共富

浙江乡村文旅运营大讲堂奏响“共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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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6 日至 9 月 18 日，以“诗意栖

居·乡民共富”为主题，由浙江省文化和

旅游厅主办，宁波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宁

海县人民政府承办的第三期浙江乡村文

旅运营大讲堂在宁波市宁海县举行，来

自文旅业界专家、学者、一线工作者就

“乡村文旅运营”展开主题讨论、观点碰

撞，共同为浙江全省乡村旅游发展出谋

划策。

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副书记、

副厅长芮宏在会上表示，当前浙江乡村

文旅发展如火如荼，在规模和质量上均

走在全国前列，但仍有诸多不足，存在产

品力较弱、整体性较差等问题。结合各

地乡村运营发展情况，下一步关键要高

站位审视乡村运营的战略意义，高标准

制定村企共享的发展规划，高水准打造

因地制宜的特色产品，高效能形成共建

共享的合作模式。要坚持结果导向，搭

建乡村运营更加广阔的舞台，强化顶层

设计、做好全流程管理、打造标志性成

果，助推乡村旅游浙江模式先试先行，携

手推动浙江乡村旅游始终走在前列。

浙江乡村由全面建设
转全面运营

浙江大学旅游研究所副所长、浙江

休闲学会客栈民宿分会主任周永广发表

《乡村运营赋能乡村振兴》主旨演讲。他

认为，浙江乡村正从全面建设走向全面

运营，可通过聚焦小组微生和农宅多用、

发展合作经济、开发特色种养、打造公用

品牌、发展非标住宿等，助力乡村文旅再

上台阶。

天台县塔后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

主任陈孝形，杭州市临安区青山湖街道

洪村村运营商、杭州市森活文化旅游有

限公司总经理沈军明，宁海县大佳何镇

葛家村运营商、宁海艺起富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总经理叶成龙分别以自身乡村文

旅运营经历为切入口，展开“接地气”的

经验分享。

大讲堂现场为 2021 年度获评等级

民宿和文化主题(非遗)民宿代表颁牌。

宁海县越溪乡、一市镇、茶院乡三个乡镇

在大讲堂现场发布“乡村运营团队招募

英雄帖”，希望乡村运营机构的进驻，能够

为当地乡村旅游发展引入更多“活水”。

浙江省音乐文学学会副会长、宁波

市音乐家协会名誉主席、宁波市人民政

府咨询委委员陈民宪，衢州常山现代旅

游根据地创始人周建明，杭州径山书院

创始人董国民，磐安县尖山镇党委副书

记傅英英，泰顺县司前畲族镇左溪村党

总支书记蓝学许围绕“文化艺术赋能乡

村运营”展开面对面主题对话。

浙江各地乡村运营
取得丰硕成果

2020年以来，杭州市创新推出“文旅

赋能乡村振兴6+X实施方案”，全面执行

全省乡村文旅运营“五百计划”。今年以

来，全市乡村旅游接待游客总数 956.63
万人次，乡村旅游经营总收入达到 41亿
元;娄敏、祝昌国等成功入选全国乡村文

化和旅游能人称号。临安区率先在全省

开展乡村市场化运营模式，出台了《乡村

运营导则》和《临安区村落景区运营考核

办法》，完成落户项目 102个、项目总投

资达5.5亿元。今年，杭州全市将继续培

养打造乡村创客团队 10家，文旅运营团

队 11家，运营品牌团队 10家，运营师 10
名，村支书15名。

2022年，宁波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全

面启动乡村旅游运营团队培育“孵化”行

动，在全国首创建立乡村旅游运营团队

星级培育标准，通过制定发布《乡村旅游

运营团队服务评价规范》，从公共服务、

市场运营、品质提升、团队信誉和运营业

绩等五个维度，对市场各类运营主体进

行综合评价;同时引导拓展运营范围，创

新运营方式，从项目运营向全域化、全要

素运营提升，从公司独立运营向“+集

体”“+农户”等合作化运营转变，按照培

育指导-拓展提升-集中评审的程序，评

定蟹钳港、乡悦客等首批 7家乡村旅游

星级运营团队品牌，形成了一套标准化、

市场化的乡村旅游运营培育建设体系，

为提高乡村旅游产业化、效能化发展水

平，畅通“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

化通道提供积极助力。

近年来，温州高水平推进“千村百镇

十城”景区化工程,现已创成 118个A级

景区镇、10个A级景区城、1282个A级景

区村。创成泰顺县竹里村等 3个全国乡

村旅游重点村和 1个全国乡村旅游重点

镇(永嘉县岩头镇)。推动万户农家旅游

致富计划，现已实现帮扶低、中等收入农

户 2800余户，结对率全省第二。温州通

过不断打造新消费场景和新业态集群，

延伸乡村游消费链，探索乡村文旅运营

新路径。

台州市依托“山海水城”的资源禀赋

和生态优势，奋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推进文旅融合示范先行，成功探索出“头

雁带富、入股聚富、资本创富、乡贤助富、

龙头育富、引智帮富、文化润富、共建奔

富”八种乡村旅游运营发展模式、路径和

办法，绘就了独具台州特色和魅力的乡

村旅游“共富八景”图，并荣获全省文化

和旅游系统十大宣传案例，成为浙江省

助推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生动实践，乡

村旅游已成为乡村振兴、产业融合，共同

富裕的强力助推器。目前，全市成功培

育6个乡村创客团队，15个运营团队，10
个运营品牌，全市乡村旅游年营业收入

近 20亿元，乡村旅游产业和休闲农业规

模达百亿元。

创新创意乡村运营
助力乡村共富

9月 17日，由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

主办的 2022 年浙江省乡村文旅运营培

训班在宁海县开班。浙江省文化和旅游

厅资源开发处一级调研员吴健芬对全省

乡村文旅运营相关政策进行解读，从乡

村文旅运营的背景、遵循原则、具体做法

和目标方向等展开介绍，并分析了当前

全省乡村文旅运营存在的主要问题、痛

点和难点。

杭州市临安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

局党委委员、副局长陈伟洪表示，临安区

是浙江乡村文旅运营的模范样板区，通

过长期实践探索，乡村文旅运营就是将

市场化主体引入乡村，把乡村存量资源

利用市场化的整合手段，进行整村性、系

统化、多维度的运营，以达到乡村旅游和

乡村振兴的目的。

舟山花鸟岛在文旅运营上的探索，

是浙江海岛发展的一个缩影。据嵊泗县

花鸟微度假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房

小伟介绍，近年来，花鸟岛以“艺术+”为

主题，通过艺术设计赋能海岛景观建设，

在众多海岛中成功“出圈”，以“岛屿、花

香、灯塔、渔村”为运营卖点，从生态、人

文、活动等方面进行业态填充，助力花鸟

岛打造成为既有“面子”又有“里子”的乡

村旅游目的地。

象山县蟹钳港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总

经理刘建江认为，市场化是乡村文旅运

营的关键，茅洋乡坚持市场导向，统筹运

营、包装、策划乡域旅游景区及优势资

源，创新“国资+民营+能人”组织形式，

引导种植大户、农业合作社和农家客栈

（民宿）联动发展，形成“统一包装宣传、

统一价格营销、统一旅游服务”的一体化

运营方式，切实增强乡村旅游发展内生

动力和市场活力。

蔓塘里自然村位于安吉县剑山村，

有着“中国文创夜游第一村”的美誉。乡

逢文旅集团总经理、安吉蔓塘里大地之

光创始人朱少杰分享了蔓塘里的美丽蜕

变之路：“蔓塘里着力于环境整治、设施

改造、文化植入、夜经济打造的多方位微

改造。以文化和夜经济为切入点，将当

地特色竹元素融入村庄景观和设施中，

在全域范围内打造‘竹’艺体验场景；通

过灯光、置景、全息多媒体等多种渲染手

法，引入文创灯光秀、创意竹景观等多样

业态，为游客打造多角度的沉浸式体验

场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