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旅观察文旅观察 5
JIANGNAN
TOURISM
WEEKLY

JIANGNAN
TOURISM
WEEKLY

2023年01月19日 星期四
编辑：王 珏 / 美编：张丽霞

◎ 记者 王 珏◎ 记者 王 珏

文化兴村是物质与精神共富

沿着钱塘江向西行驶，距离杭州城区半

个小时，可以看到一个老翁形象的石雕。这

个老翁惬意的斜卧着，手中拿着画笔，从这

里转弯进去，便是富阳区黄公望村。

600 多年前，元代大画家黄公望结庐于

富春江畔、绘就旷世名画《富春山居图》，黄

公望村就是画卷“落笔点”。黄公望村立足

本地实际，通过完善生态保护长效机制，推

动“碳达峰碳中和”乡村落地，还原出整洁有

序、山清水秀、蓝天白云的富春山水美景，同

时全面优化提升服务配套、景观环境及人文

氛围，打造出了具有“中国风、国际范”的风

情旅游未来乡村。

如今，公望品牌成为“金字招牌”。形成

以原乡人、归乡人、新乡人为主体的产业集

聚地。以“以画卷为媒，用山水传情”，在这

里走出了一条乡村颜值高，产业活力足，数

字赋能强，人文韵味浓，邻里一家亲的可持

续发展之路。

这是文化兴村的一个缩影。因为浙江

省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很多乡村保留着源

远流长的历史脉络。在新时代的新发展中，

这些历史文化就像宝贵的矿藏，给未来乡村

的发展不断注入活力。

在温州市鹿城区山福镇驿头驿阳村是

一个有着千年商港底蕴和千年文脉传承的

古村落，始建于北宋太平兴国年间，古称白

沙古驿，历史文化底蕴深厚。近年来，驿头

驿阳村以“人文与山水、传统与现代、中国

与世界”三大融合为主线，逐步形成千年古

驿的独特文化韵味。先后荣获全国十大最

美乡村、省“双强百佳”行政村、省创先争优

先进基层党组织、省善治示范村、省文明村、

省卫生村、省社会科普基地、省 3A 级景区

村等荣誉。

在乡村文化建设中，他们坚持以文化

人，提升村民幸福指数。打造“宋韵瓯风”

“异域之美”两大特色风貌街，同步推进改造

农房外立面、新建特色长廊、修复文物古居，

充分彰显瓯越特色浙南民居的独特韵味。

深挖理学文化、儒家文化和侨文化，高品质

提升“二程”书院、前联大主席程让·平祖居、

辛亥革命元老程登云故居等，推出“一线三

馆”理学和儒学特色研学体验路线，吸引游

客前来打卡体验。针对留守老幼多的现状，

弘扬传承儒学孝道，新建温州市首家村级

“5G 健康云诊室”、鹿城首个乡村智慧馆、全

年龄段邻里中心等项目，为百姓提供全生命

周期的贴心服务，构建“微孝”服务体系。

再根据当地特色，他们用活侨乡文化，

拓宽村民国际视野。依托国家级侨文化交

流基地——中加友谊馆，联合温州市海外传

播中心摄制全球视频节目《“勤力”助共富》，

打造具有高度感召力、凝聚力的国际文化交

流阵地。引入瓯智侨国际中文教育“全球

村”项目，建成青少年海外传播基地，成立云

端青少年国际艺术团，持续举办“亲情中华”

网上夏令营，加强与海外侨二代、侨三代及

“z 世代”的联系，培养他们对家乡归属感与

认同感。积极发挥“海外传播大使”名人带

动效应，聘请前非盟主席、加蓬共和国副总

理程让·平先生的女儿、女婿作为“海外传播

大使”，发挥名人带动效应，成功吸引 36 名

山福侨领担任鹿城首批“海外传播官”。通

过对外文化传播，流转村内闲置农房、土地

等资源，成功招引乡贤回归打造异域风情为

特色的“侨家乐”体验街区，连片带动周边群

众在家门口就业。

以文化作为媒介，该村逐步实现产业融

合，带动村民共同富裕。引进第三方运营商

与村集体成立合资公司，建设国风体验街

区、野奢度假基地、康养休闲区等项目，激活

村集体闲置资源的同时丰富乡村经济业态，

实现村集体、村民占股分红，有效提升村民

收入水平。依托特色文化底蕴，结合传统农

业产业，推进农文旅三产有机融合，构建产

销一体化模式，打通特色农产品销售最后一

公里。系统开发乡村观光基地、农文创产品

展销、乡村一站式物流服务等业态，全面提

升“万象福地+千年文化+农文旅”品牌效

应，以文化赋能实现乡村“自主造血”。

除了利用好历史文化的沉淀，还有对历

史文化名人的挖掘。

嘉兴市桐乡墅丰村以子恺文化为主题

特色 IP，结合数字化改革，续写“我的故乡石

门湾，真是个好地方”的“子恺漫画村”。丰

子恺是中国现代漫画的开山之人，其漫画隽

永含蓄的意境，影响着几代人。墅丰村依托

江南传统村落特色风貌，形成漫画主题的生

产生活空间，建成集漫画文创和研学为主题

的“子恺漫画村”。传承子恺祖业，建设子恺

染坊，推动传统民间艺术蓝印花布技艺在乡

村落地。传承子恺美食，依托子恺餐厅，推

动以“丰家八碗”为主题的子恺美食体系传

承和开发。传承子恺漫画，把丰子恺的人文

精神与艺术文化

充分融入学校教育中，开设“小子恺”课

程。传承子恺家风，建立“子恺家风”品牌体

系，广泛开展传承“好家风好家训”新时代文

明实践活动，以“家风”带“乡风”、促“作风”、

建“新风”。

与此同时，引入多家“子恺文化”主

体。盘活闲置农房，探索主辅分离式“共享

农房”模式，依托子恺漫居、子恺餐厅、子恺

画校引入 20 多家业态主体，开展丰富的传

统文化体验活动，打造艺术家聚落，让游客

亲身体验非遗魅力，让“子恺文化”代代相

传。不同文化业态主体凝心聚力，依托现代

农业创新服务中心，建立“服务中心 + 运营

公司 + 村集体 + 村民”利益联结机制，由丰

坤公司开展一体化运营，加速美丽乡村向美

丽经济转变，带动强村富民、增收奔富。

为了让产业向外延展并且提高品牌影

响力，墅丰村举办百场“子恺文化”活动。依

托村级公共服务场所、子恺漫画村、董家桥

自然村落和 15 家农场，协同周边 7 个村，围

绕子恺文化主题，定期开展丰富多样的“子

恺文化”系列活动，通过墅丰未来乡村数字

平台，开展活动宣传、线上报名和线下体验

等活动，让文化传播数字化、便捷化。开展

“子恺文化”主题研学、“雅”系列实践活动、

“子恺故里寻 +”系列活动。此外，借助子恺

漫画村的网红效应，开展乡村音乐节、农业

嘉年华、农家（青创）集市等活动，承接全市

农技人员培训和中小学生拓展活动。

在上述的几个乡村建设中，大多描绘的

是以文入景，环境秀美图；以文兴业，产业富

美图；以文著名，文化尚美图；以文化人，社

会和美图。

我们也可以看到，建设未来乡村要问需

于民，坚持以人为本，注重文化共富；要与时

俱进，强化数字赋能，体现文化浸润；要着眼

长远，发展美丽经济，实现文化价值。

2022 年以来，

浙江省各地结合资

源禀赋、文化基因

和传承发展，因地

制宜，推进未来乡

村建设，探索出一

批各具特色行之有

效的建设模式。

在近期的文旅

观察中，我们整合

了各个建设模式，

给正在探索中的乡

村，提供思路与思

维。希望可以为推

动未来乡村百花齐

放，推进美丽乡村

迭 代 升 级 出 一 份

力。

万物皆有源，

剖析未来乡村建设

之源，是为了让未

来乡村源源不断之

新活力。深挖特色

文化内涵，保护历

史文化村落，传承

乡土人文精神，延

续优秀农耕文化，

让农民群众身有所

憩，心有所寄，梦有

所圆，实现物质与

精神共富，是为乡

村注入最持久最深

沉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