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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阳村位于温州市文成县西北部，

是一代帝师刘基的出生地和寿终之地，

地处海拔730米左右的南田高山平台，原

本是有名的贫困村，全村总面积 7.394平
方千米，总人口687人。通过旅游产业的

发展，目前，这里是全国乡村旅游重点

村、国家 3A级旅游景区、全国美丽乡村

示范村、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2021年以来，武阳村以未来乡村建

设为契机，发挥生态福地、名人文化、民

宿产业集群等优势，通过村企合作共建

共享，探索投、建、管、运一体化管理模

式，村集体收入从 2020年的 54万元增长

到 2021年的 120多万元，其中经营性收

入从 11万元增长到 102万元，村民人均

收入增幅达15%以上。

我们可以看到，武阳村在未来乡村

的建设中，做了以下的努力：

1.物业共管，实现专业管理和智慧治

理。村集体成立明武旅游发展公司，并

与绿城集团下属锦田文旅组建联合物

业。由联合物业提供基础物业服务，包

括村庄范围内的环境卫生保洁、老旧设

施维修和积分系统托管等。依托“大明

通宝积分智治系统”，以积分管理制度为

引导，探索村集体、企业主、村民、游客四

位一体的多元治理模式。由村党支部、

民宿联合党支部等组织牵头，创建“侨家

乐”民宿为核心的党建联盟，实施1个龙头

民宿帮扶带动 1个小民宿的“1+”联合体

模式，通过资源共享、问题共商、事务共

管、难题共解、矛盾联调，对民宿生产、销

售、信用等方面进行规范化提升，实现民

宿服务质量和村庄管理水平整体跃升。

2.空间共营，实现资源盘活和增收致

富。强化同绿城集团的合作，推进村庄

景区化管理。通过租赁、承包经营、股份

合作等多种形式对村集体闲置场所和土

地进行开发利用，提高村集体资源、企业

投资和上级拔款的使用效能。开展苗木

补植、仿古建筑修复等提升型服务，打造

进士长廊、百亩荷花池等景观节点、实现

村庄环境洁化、绿化、亮化、美化，增强居

民幸福感和游客吸引力。

3.活动共办，实现服务提质和品牌升

级。扎实推进“共享社·幸福里”建设，村

企联合制定“未来乡村服务清单”，共享

智燃健康站、养老驿站、武阳书院等基层

阵地空间，整合绿城集团、现代南舍、农

商行等优质资源下沉到村，针对“一老一

小”、低收入农户等特殊群体和春节、重

阳节等特珠节日开展志愿暖心活动。发

挥武阳村自然生态、多元文化、传统村落

等优势，发展刘基战路思想研究和伯温

文化研学活动，承办刘基文化研究等学

术活动、推广太公祭、进士节、荷花节等

特色节庆活动，实现餐饮、导游、文创会

议等产业全面发展。

舟山市嵊泗县花鸟岛是舟山群岛

最北部的一个离岛，面积仅 328 平方公

里，因其形如展翅欲飞的海鸣，岛上花草

丛生，林壑秀美，故得名花鸟岛。花鸟村

位于花鸟乡东部，常住人口 872人，由于

交通、生态、资源等先天瓶颈，人口不断

外流，老龄化问题严重，传统产业衰退，

成为一个典型的“空心村”。2021 年以

来，花鸟村以未来乡村建设为契机，吸引

国有企业、社会资本深度参与，探索构建

投建管运一体化模式，积极打造“低碳循

环、定制旅游、精细治理、军民融合、共建

共享”的未来乡村海岛样板，实现了一个

边缘空心海岛的涅集重生。先后荣获全

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国家卫生乡镇、国家 4级景区、全省首批

低碳城镇试点乡镇等称号，并入选全国

乡村旅游发展典型案例。

在他们的未来乡村建设中，同样充

分运用了产村融合的经营模式。

1.一个运营主体。国企、民企“搭台”

合作，县旅投公司占股 49%、上海漫居投

资公司占股 51%组建花鸟微度假旅游发

展有限公司，负责“一岛一平台公司”整

体开发运作，一改以往“九龙治水”的发

展局面。平台公司与村委签订战略合作

协议，明确民生与产业的功能定位，以及

“村内村管、省内旅投管、国内漫居管”三

个层级的职责分工，建立“固定式租金+
浮动式分红”的利益联结机制。花鸟村

通过收取景点租赁费、整岛景区门票收

益分红等增加集体经济收入，让村民享

受旅游发展红利，实现村集体经济和企

业发展成果共享。根据旅游容量预测及

最大承载力，并在征求村民意愿的基础

上，创新海岛“定制旅游”模式，实施民宿

预定游客分组分流管理制度，坚决不以

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发展旅游。坚持

“百年灯塔艺术花鸟”形象定位，平台公

司运用新媒体加强宣传，与各类工作室

开展合作，高水平举幼国际艺术节、缤纷

周夜市、雕塑展等活动，村集体负责提供

相关素材，讲好花鸟故事，协同打造诗歌

之岛、艺术之岛，充分彰显花鸟岛的文化

内涵。

2.一套运行机制。实施闲置农房激

活计划，村集体负责全面摸清闲置农房

底数，调查农户流转意向，建立花鸟岛闲

置农房动态数据库，对库内数据实行动

态调整。平台公司搭建闲置农房租赁平

台，按照合理的市场价格实行闲置农房

统一收储，并对激活方式、租赁期限、收

储模式、流转对象、经营产业等问题进进

行规范引导，建立了闲置农房从收储、签

约、备案、租赁、开发、盘活的闭环运行。

同时注重细节优先租赁家庭困难户的闲

置农房，并向老年群体予以顾斜，租赁协

议中可选择留用一间房用于养老。积极

探索集体土地有偿使用制度，村集体将

民宿房前屋后的闲置土地通过平台公司

租赁给民宿业主建设配套设施，既提升

了民宿“颜值”，又推动了村集体经济收

入年均8%的增长。

3.一套管理规则。平台公司牵头、村

集体参与，制定出台《花鸟岛定制旅游民

宿纳管标准》《花鸟岛旅游示范岛民宿等

级划定标准》，规范化管控民宿产业整体

品质。组建由乡政府、平台公司、村委会

代表组成的等级评定委员会，按设施水

平、服务品质，将的纳管民宿划分为三

个等级。平台公司加大招商引资、并严

格设定社会资本入岛门槛，由村委负责

审核房屋原貌及评判设计实施后的效

果影响，坚决守住花鸟岛独具韵味的原

始形态。

在未来乡村的建设中，无论是武阳

村还是花鸟岛，都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武阳村通过村企共建共享，推进村

庄环境长效保持、基础设施提升和多样

景点打造，推进村庄景区化建设和全域

旅游发展，增强对游客的体验感和吸引

力，打响了刘伯温故里P和福地品牌。

同时，“民宿+”农事体验、生态观光、

健康养生、文化研学等旅游新业态全面

发展，成为乡村旅游综合体，连锁带动吃

住行玩购全链条消费增长。武阳村现已

发展成为集文化研学、特色餐饮、风情民

宿等于一体的“侨家乐”民宿集聚村，拥

有民宿 23家，其中省级白金宿 1家，银宿

2家，“侨家乐”5家。2021年，武阳村。接

待游客 30多万人次，旅游综合性收入突

破5000万元。

在这个过程中，村集体经济向多渠

道拓展。一方面是对停车场、充电桩等

公共配套服务设施实施收费管理，获得

停车费、充电费、保洁费等收入。另一方

面，村集体盘活闲置资源开设村办企

业，利用旅游发展资金打造茶楼、帷幄

夜市等物业，通过转租等方式获得租金

收益；利用高山台地等优势发展光伏、水

电、风能等新能源项目，通过电价补贴增

加收入。

而作为武阳村的村民，在产业和村

民之间上下联动、互帮互带的致富联合

体，村民收入向多元化的发展中，收入得

到了实实在在的增长。

对花鸟岛而言，强村富民成效也是

不断凸显。通过村企联建模式，做精民

宿产业、做强海岛旅游，走出一条富有海

岛特色的乡村振兴路子，有效推动村集

体经济发展和村民就业增收。

每一个乡村都不是孤岛，让乡村融

入到大产业里，积极践行经营乡村理念，

探索投、建、管、运一体化管理新机制，通

过村企合作，股份众筹等多种方式打造

投资主体多元、运营团队专业、利益联结

紧密的村庄经营新模式，必将激活一方

产业，富裕一方百姓、振兴一方乡村。

在乡村建设中，乡村从来不是孤立的个体，它是整个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引进外部资源，共

建共享美丽乡村，是未来乡村建设中的重要课题。

这一期的文旅观察，找了两个以旅游产业为支柱的乡村，希望通过这两个乡村，可以看到和发现更

多的产村融合的乡村经营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