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创客们与“新青年之城”吴兴不

期而遇，一个人的旅途正在加速演绎成

一群人的奔赴。那是对吴兴好山好水

好风光的无限热爱，也是对创客群体创

意创想创未来的最好诠释。

胡敏君正是其中一位。在他和同

济大学教授团队打造下的以自然种子

为研学主题的廿舍度假村，如今已是西

塞山度假区的网红亲子酒店。这片融

合营地、主题客房、美术馆、研究中心于

一体的建筑建设面积大约 6 亩，自然地

融入到136亩竹林中。每一个来到营地

的孩子都十分兴奋，因为在这里他们再

次听到了城市里久违的虫鸣蛙叫。

“90 后”青年倪程则是将潞村一处

闲置柴房改造成了融合咖啡、美食、拍

摄的青年人聚集主题空间——“柴房

咖啡”。既保留了古村原本的风貌，

又在此基础之上增添些许年轻色彩，

让平凡而又悠闲的古村生活焕发出新

的活力。据了解，”柴房咖啡“在小红

书、抖音等平台浏览量已破 100 万+，

带动景区旅游观光 20 万人次。去年一

年营收就有 40 多万元，共卖出 13000
杯咖啡，带动潞村及周边不少村民增

收致富。

胡敏君和倪程正是青年创客在吴

兴创业的一个缩影。近年来，随着吴兴

全面推进“新青年”城市建设和发展计

划，越来越多的青年人才汇聚在此，通

过创新创业开拓天地，将青春力量注入

吴兴乡村。

本次大会上，十里芳菲·西塞山香

草小镇、法国雅高·美居酒店、大乐之野

宿集总部项目等 9 个长三角文旅创客

项目集中签约。合作内容涵盖文创打

穿越千年的水乡古村落，在“丝绸

之源”探秘桑蚕文化；走在悠悠的陆

羽 古 道 上 ，在“ 茶 经 圣 地 ”问 水 寻 茶

香；徜徉在太湖南岸，在“世遗溇港”

感受古人智慧⋯⋯独特的文化资源禀

赋，让吴兴拥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多重

地标。而这些文化地标的背后都是吴

兴享誉世界、流传千古历史文化价值

的彰显。

如何挖掘文化“软实力”，进一步增

强发展新动能？吴兴区立足区域实际，

全力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试点

工作，积极探索文化和旅游赋能乡村振

兴的“吴兴经验”。

近年来，吴兴区大力实施“五大赋

能工程”，创新推出“文旅产业特派员”

机制，打造了《典籍里的中国》陈列馆、

吴兴非遗馆、下菰城遗址城市之源博

物馆等一批独特公共文化空间，承接

了央视《美美与共》《山水间的家》《看

“董”你的美》等多档大型文化节目的

录制。今年以来，全区接待游客 1555.4

万人次，同比增长 27.75%。其中，西塞

山旅游度假区成功晋级国家级旅游度

假区。

此外，吴兴区制定了全国首个市级

《文旅特派员选任和服务规范》标准，在

大会上公布了《吴兴文化产业特色乡

镇、村落建设指南》及一批特色乡镇及

村落建设单位。其中八里店镇、妙西

镇、杨溇村、义皋村、潞村村、菰城村、妙

山村、龙山村、芳山村、南山村等10个乡

镇、村落纷纷入选。

未来，吴兴区将持续挖掘本地文化

资源，充分释放乡村文化的内在魅力，

更好的为乡村振兴塑形、铸魂、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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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村落有了新IP、闲置老宅有了新场景、乡村里涌进新青年⋯⋯

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吴兴大有可为
古村落有了新IP、闲置老宅有了新场景、乡村里涌进新青年⋯⋯

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吴兴大有可为
◎ 通讯员 章亦乐 闵 峰 供图 吴兴区融媒体中心

10 月 21 日，全国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高质量发

展研修班、长三角乡村文旅创客大会、浙江省文化和

旅游融合发展培训班、浙江省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

兴试点推进活动在湖州市吴兴区召开，来自全国数

百名农文旅领域领导、专家学者、行业大咖“乡”约在

绿水青山间，畅谈文化产业如何赋能乡村振兴。

深挖乡旅资源和人文底蕴，近年来，吴兴区始终

锚定乡村全面振兴和“和美乡村”建设目标，积极探

索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吴兴经验”。2023 年，吴

兴先后获批全国、全省首批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

试点。

吴兴为何屡次入选？其在乡村振兴上有何独到

之处？

来到吴兴区，穿越妙山线，既能欣

赏到“西塞山前白鹭飞”的优美场景，又

能在长颈鹿庄园与各种小动物亲密接

触。如果玩累了，还能在“90后”返乡创

客汪颖打造的网红民宿“妙溪”住上一

晚。群山绵绵，林木葱茏，桃花夭夭，湖

面浩渺，让你远离城市喧嚣、偷得浮生

半日闲。

吴兴区坚持农文旅融合发展，积

极探索“农业+文化+创意+旅游”特色

打法，吸引了一大批青年才俊来到吴

兴的美丽乡村就业创业，走出了一条

文化兴产业强生态美百姓富的乡村振

兴之路。2023 年，全区村均集体经营

性收入突破 188 万元，城乡收入比缩小

至1.57：1。

乡村要振兴，产业是关键。随着乡

村文旅的多元化发展，从游客到村民，

乡村面貌正焕发新颜，以农文旅为代表

的融合发展模式不断涌现，带动乡村产

业提质增效。眼下，吴兴区正抓紧推进

农文旅深度融合下的产业势能，先后招

引了海亮怡心泉谷、赢谷度假村、云溪

桃源等一批 10 亿元以上乡村文旅项

目，打造西塞山农事文化、钱山漾非遗

文化等重点研学区域，形成“一村一品”

的乡村研学课程体系。成立长三角乡

村研学联盟，开展师资培训，认定研学

基地20个，推出精品线路13条，吸引研

学团队1000余个、新增研学游客5万余

人次。

接下来，吴兴区将进一步整合乡域

文化、生态、人才、产业资源，突出城乡

一体、文旅融合、农旅互补，加快先行先

试，继续推动文化产业和乡村振兴深度

融合发展，努力为浙江乃至全国提供更

多“吴兴经验”。产业兴旺、人才汇聚、

文化繁荣。吴兴不仅实现了绿水青山、

田园牧歌的诗意回归，也在文化赋能乡

村振兴的路上闯出了富美新天地。

10 月 22 日至 10 月 24 日，与会相关

嘉宾、专家学者及行业代表等还继续参

与了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

研修班及 2024 年全省文化和旅游产业

融合发展培训班，进一步深化交流探索

文旅产业融合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文化入村，乡村振兴找到“新路径”

人才兴村，青年创客激发“新活力”
产业进村，农文旅融合带来“新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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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文化艺术、度假养生、生态农业等领

域，旨在通过跨区域协同与合作，为长

三角文化和旅游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注

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乡村因人才而振兴，吴兴将持续引

进实用人才、广纳青年创客，大力实施

“乡村振兴新青年”行动。深入推广“乡

村创客空间规划师结对服务”行动，培

育谷堆乡创、鹭飞文旅等一批扎根乡村

的文创团队，成功引进乡村创客 150 余

名。推动青年人才、村集体、村民三方

合作，盘活乡村闲置资源，成功打造精

灵港、隐青上河居民宿、三联书店书山

有潞等 30 余个青年人才创业项目，带

动3000多名农民实现就近就（创）业，人

均增收3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