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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关于恢复和扩大消费的措施》（以下简称《措施》）以来，各个单位、行业都对此做出了解读，并根据《措施》对相

关工作进行了梳理。这期我们将围绕乡村旅游这一版块，邀请在乡村旅游发展中的规划者与参与的文旅企业，聊一聊他们对于《措施》

中乡村旅游的解读。

目前，乡村业态主要以短时间、近

距离、高频次为特点的“轻旅游”“微度

假”为主。但这类乡村旅游目的地普

遍存在主题定位模糊、旅游产品同质

化严重、业态缺乏活力、留客能力弱等

问题。

结合《措施》条例，我认为要从市场

角度出发打造有特色、有亮点的乡村旅

游产品，从美丽乡村的基础建设到打造

一个集休闲、住宿、餐饮、服务功能完善

的城市近郊“微度假目的地”的模式转

变。这可以以隐居穆沟古村乡村综合

体项目为案例进行实践探索。

首先，针对暑期亲子游与企业团建

的市场需求，基于穆沟古村荡区水乡文

化与自然景观的优势，我们整合非遗项

目、餐饮民宿、文创体验、自然科普等业

态，推出了与艺术同行——首届穆沟乡

野美育研学营、自然农耕研学营、乡野

特色团建等定制化的亲子休闲产品。

通过全国性乡村振兴论坛与学习营的

举办，以演讲+参观+共创营的形式，引

智众创、分享经验、打造影响力，助推穆

沟的发展引领和建设找到更好的定位

和实践路径。

同时，近期我们还发起穆沟+青年

主理人计划，开放户外业态、啤酒精酿、

咖啡图书、自然博物等业态吸引有产

品、有资源、有内容的城市年轻人与“新

农人”回乡创业，更好的赋能城乡人才

的流动。

我认为，《措施》中提到的建设宜居

宜业和美乡村的内容，不是要复原乡村

本来的面貌。在产品打造的同时，一定

要熟悉现代旅游商业消费的特点和要

素，用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去打动城乡

的消费者，用服务、用创意给他们惊喜，

人流才会纷至沓来。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旅游

发展是乡村振兴的主要推力之一。近

年来，富春山居集团一直围绕“一条江、

一幅画、一张纸、一批人、一座城”的发

展思路，重点围绕党代会提出的富春江

“碧玉带”和地铁“黄金轴”两条主线，来

布局开发乡村文化旅游项目。作为一

家以文旅为主业的国有企业，在推动乡

村旅游发展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比如

优质资产收购和流转，乡村旅游配套建

设（停车场、文化礼堂提升、乡村 GO 培

养、乐游富阳平台建设）、整合经营业态

（整合分散的新桐皮划艇经营业主）等。

一方面积极推动乡村旅游发展，但另一

方面却是流量无法变现。如何提升游

客消费力，是我们继续解决的问题。

《措施》中提到“支持经营主体开发

森林人家、林间步道、健康氧吧、星空露

营、汽车旅馆等产品，因地制宜打造一

批美丽田园、景观农业、农耕体验、野外

探险、户外运动、研学旅行等新业态，拓

展乡村生态游、休闲游。”

我们结合富阳现有的乡村旅游资

源，根据《措施》中的指导意见，将持续

加速开发、投资、完善有辨识度的旅游

项目，投资有文化与生活获得感的文旅

项目。以文化丰富富春山居文化的内

涵和外延的同时用文创的思维赋能乡

村旅游项目。

以今年举办的山乡旅游文化节为

例。这是富春山居集团以“突出农文旅

特色、助推乡村振兴”为中心内容，与洞

桥镇政府联合举办的。这也是富阳“国

企联村”行动开展后举办的首个山乡旅

游文化节。

这次的山乡旅游文化节主要依托

洞桥镇“中国营地之乡”“中华诗词之

乡”、状元故里等特色旅游文化资源，将

“浙派民居文村”和洞桥镇“营地+”模式

结合，打造差异化的乡村旅游产品，形

成文村特色旅游文化 IP，用文化“爆款”

催生旅游“爆点”，让文化变现驱动旅游

增值。

这次的活动，符合《措施》中对于乡

村旅游工作的指导，我们也会以此为方

向继续努力。

认真研读了《措施》，对照这几年善

琏在乡村旅游方面的工作，我做了以下

的梳理与思考。

近年来，善琏镇以深耕运河文化为

主线，打造大运河文化旅游产业集聚

区。同时，以 4A 级景区创建为契机，打

造湖笔小镇文创产业集聚区。在做好

全域土整后,通过产业导入实现农文旅

融合发展。

在此过程中，我们也遇到了很多的

困难。比如，虽然善琏镇文化元素很

多，但各乡村挖掘利用不足，开发建设

不够，文化氛围不浓，业态相对单一，可

供游客参与和观赏的不多，游客在这里

停留的时间较短，能够带走的多是湖笔

和文创产品，创新较少。

结合这次《措施》里“文化产业赋能

乡村振兴计划，保护传承乡土文化，盘

活和挖掘乡村文旅资源”，我们根据现

有工作加紧推动乡村旅游发展。

首先，以善琏古镇农业资源为基

础，充分发挥古镇历史文化和自然资源

的优势，重点开发、有效整合旅游资源，

促进农业及旅游业深度融合。通过对

善琏古镇旅游资源的深层次评价与分

析，构建出旅游产品谱系研究。同时，

采取多种方式整合旅游资源，通过举办

当地不同的民俗节事活动，让游客更加

深入了解体验当地历史文化，提高知名

度，提升旅游吸引力，传承与传播优秀

传统文化；古镇周边闲置房屋或居民住

所可开发成具有善琏古镇文化的民宿，

可利用本土特色文化，打造慢旅游。只

有先带动当地经济，才能真正拉动乡村

旅游消费。

其次，盘活善琏乡村旅游。把当地

的各种文化带入到所做的产品之中。

在做善琏周边特色的农旅融合发展的

时候，要充分嵌入善琏乡村的农耕文

化、民族文化和乡土民俗文化，引入与

上述文化相当的文化业态，让文化要素

来为乡村旅游产品开发做提升。同时，

拓展度假功能布局，借助现有资源，再

整合提升，发展民宿、乡村美食、农业+
旅游等体验型旅游项目，打造成为田园

休闲、康养度假、非遗文创集聚的高品

质乡村未来生活圈。

与此同时，抓牢研学市场。善琏镇

是湖笔文化和蚕桑文化的发源地，文化

底蕴深厚。随着湖笔小镇研学营地和

含山蚕桑研学营地的建成，进一步确定

了善琏镇“乡村旅游+研学”的发展方

向。要充分挖掘善琏本地的特色文化，

依托文化来设置丰富的研学课程，除了

传统的文化类课程，还要设置体育类、

协作类、智训类等课程，吸引国内外研

学团队。除了两大研学营地外，在现有

景点、业态或者商户中设置小型的研学

体验点，让游客走到哪里都能停下来感

受文化、体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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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是丽水市首家也是目前

唯一的 5A 景区，熬过了疫情的三年困

难时期，真正的考验，在当前和未来。

结合《措施》条例，我们审视了自身的短

板，将紧扣“景村同美共富”这一发展课

题，推动景村共建新高潮。

其中包括不断运用好新媒体，借助

抖音、小红书、快手、B 站、微博等公众

平台，强化多媒体运用，实现全媒体发

力，拓宽营销路径。不断丰富仙都黄帝

祭典市场化、“研学游”产品的文化内

涵，让文化产品更接地气、更具价值。

同时，不断提高消费业态与游客需求的

契合度，精心打造岩宕区块夜游产品，

丰富游客“夜生活”打开方式。

根据《措施》条例指导，我们将更加

积极争取今后更大的项目落地和村庄

空间建设。坚持结对帮扶、精准服务，

主动帮助民宿、农家乐解决实际困难，

动员业主积极参与打造民宿特色街

区。大力推进招才引智，通过项目引

才、乡贤回归、大学生回乡创业等方式

引进各类高层次人才，努力为乡村振兴

提供更多人才和智力保障。

基层管理：景村一体，同美共富
发言人：仙都管委会（仙都街道）党工委书记 胡雄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