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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在东梨民艺乡村博物馆研学

活力非遗镇 幸福平阳坑

瑞安平阳坑深挖非遗资源带动乡村共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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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见山·染”民宿

▲中国木活字印刷文化村——瑞安市
平阳坑镇东源村

近年来，平阳坑镇积极培育特色文

旅产业，夯实乡村振兴基础，带动村民共

同致富。打造文旅融合产业链、发展非

遗民宿集群、挖掘地方旅游美食等，都是

丰富百姓美好生活，带动乡村共富的新

举措。

文旅融合做足产业链。以省乡村

旅游“五创”行动试点为契机，聚焦常态

化旅游，构建研学、旅游、非遗文创产品

研发等为一体文旅产业链，首创乡镇文

旅数字化平台，融合“吃住游乐购”畅游

平阳坑，优化推广千墨先生和小梨姑娘

文旅 IP，力创省研学基地、省金 3A 景区

村。聚焦新质生产力发展低空经济，

成功招引航空枢纽度假中心项目，计

划打造浙南地区首个直升机 6S 服务中

心，形成直升机全生命周期服务综合型

产业链，并做好文旅应用场景结合，致

力打造冲上云霄、逐梦星空的航空休闲

小镇。

发展民宿做大旅游业。目前，平阳

坑重点发展民宿 3 家，已建成投用 2 家、

在建 1 家。其中未见山·染民宿以中国

活字印刷术、蓝夹缬技艺等非遗项目为

主要内容，不仅让游客在博物馆看到蓝

夹缬的历史，还能在民宿内深度感受蓝

夹缬的生活美学，是一家以体验型文化

产业为特色的亲子沉浸式度假村落。

利用资源做好伴手礼。平阳坑有很

多地方土特产，其中南山索面口碑在外，

声名远扬。在镇里统一规划下，南山索

面建立了经济合作社，大做网上文章。

另外，当地的“老童”猪油渣、“驼背翁”麦

芽糖等土特产加工产品也逐步成为受欢

迎的特色伴手礼。平阳坑喜来登酒店则

通过环境提升和菜品打造，晋升为省“百

县千碗体验店”。今年9月30日，政府还

牵头邀请平阳坑望江楼酒店、平阳坑喜

来登酒店、锦江酒店、江南小厨、东岙山

农家乐、平阳坑土菜馆等 8 家特色餐饮

酒店成功举办美食品鉴大会。

以文旅经济助推地方共富，平阳坑

的做法和策略是：一是因地制宜实行特

色化发展。引导企业结合辖内各村域文

旅游资源禀赋，打造各具特色的共富工

坊，现有 2 个农旅融合式等 5 个共富工

坊。二是专业赋能实现品牌化运营。引

进有想法、有干劲、有经验的市场团队扎

根乡村，借助其专业运营优势实现品牌

化发展。三是分类联动实行多元化共

富。探索构建多形式共富体系，如东源

村建立“三金”共富模式值得点赞。

日前，平阳坑正抓产业，融文旅，聚

力打造经济发展新高地。木活字研学基

地竞争性列入温州重点文化产业资金扶

持项目，木活字小镇入选省文化基因激

活工程标志性项目培育名单，平阳坑镇

还被评为省乡村运营十佳乡镇。

活力非遗镇·幸福平阳坑。近年来，瑞安

市平阳坑镇利用丰富的文旅资源，挖掘平阳坑

非遗文旅生产力，打造诸多内容丰富、品类多

样、特色鲜明、时尚互动的文旅新场景，发展文

旅经济，共促乡村共富。

平阳坑镇位于瑞安中西部，拥有世界非遗

木活字印刷术、蓝夹缬、纸马雕版印刷术等多

项非遗瑰宝，相继获评省非遗主题小镇、省 3A
级景区镇等荣誉，入选省乡村旅游“五创”行动

试点镇，木活字文化赋能乡村振兴入选全国

“一县一品”典型案例，瑞安木活字印刷术获省

创建级文旅融合 IP。

瑞安平阳坑镇的东源木活字印刷

术是我国已知唯一保留下来且仍在使

用的木活字印刷技艺，迄今已有 800 多

年历史，传承了 24 代，是活字印刷术源

于我国的实物见证。2010年，东源木活

字印刷技艺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堪

称古代印刷术的活化石。

为充分挖掘当地木活字印刷、飞云

江绿道等文旅资源，平阳坑推出“千年

梨墨·中国印记”镇域品牌，针对性地招

引相关专业团队进行深度开发运营。

以文旅为切入点，利用世界非遗品牌优

势，引进东梨文化旅游管理有限公司运

营团队，在区块内打造了东梨会客厅、

东梨民艺博物馆、自然造物家基地、中

草药植物染料园等体验空间，形成了一

条集文化旅游、研学体验、休闲观光、文

创开发销售等功能为一体的非遗文化

产业链。今年以来开展研学活动 60 余

场，接待学生和游客超 10 万人次，全景

式对外展示古老的木活字印刷技艺这

一世界非遗品牌及形象。同时，为让这

一独特的非遗文化资源更有效地转换，

重点聚焦非遗文创，推动市场主体研发

服饰、印章等文创产品 150 余种，年销

售额超2000万元。

平阳坑高调打出非遗文化品牌，是

基于其对自身世界级非遗资源“木活字

印刷术”的敬重和自信。目前，以此为

核心内容，已形成东源木活字文化村、

木活字印刷术工坊体验、木活字研学体

验、木活字旅游线路旅游产业链。东源

非遗文化做大做强，深度挖掘了平阳坑

镇非遗文化，也进一步提升平阳坑核心

文旅经济和品牌影响力。

打造多样文旅场景，吸引游客打卡体验

平阳坑素有“二十里山水长廊，八

百年文化之乡”之美誉。为此，平阳坑

近年来着力突出文化底色，打造多样化

文旅体验新场景，丰富当地文旅业态，

发展当地旅游经济。

首先，以赛事和节日经济打造多样

化文旅场景。至今中国木活字文化旅

游节共举办六届，第六届中国活字印刷

术文化旅游节活动以“千年梨墨，中国

印迹”为主题，展示了活字印刷术、瑞安

竹编、传统苦槠豆腐制作技艺、黄杨木

雕等系列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活动

将旅游与传统文化融合，通过旅游带动

文化传播，让游客体验非遗魅力宣传瑞

安文化。在活动现场，吹糖人、米塑，活

字印刷术等项目还可以让游客亲身体

验，感受瑞安非遗魅力所在，体验动手

制作非遗产品的快乐。

其次，云江绿道第五届健步走大会

成功举办，推进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

度融合；创新“文旅＋音乐”模式，2024
平阳坑“印韵而声”乡村音乐会·稻田星

空，为广大游客提供 12 场乡村版 live
house，做火文旅市场人气。

再次，打造地方特色非遗文化场

馆。平阳坑乡村博物馆的打造开放，既

挖掘地方文化，又丰富体验场景。瑞安

培育特色文旅产业，带动乡村文旅共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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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东梨民艺博物馆位于平阳坑镇东源

村，建筑面积700平米。馆内为集植物染

藏品展示，研学培训与交友为一体的复

合型空间，通过镇政府科学规划及重点

扶持，将原先的“村民中心”变成一个具

有地方特色的非遗文化博物馆。目前，

东梨民艺博物馆获评省级乡村博物馆，

全镇共有两家省级乡村博物馆。

此外，吸引诸多研学基地在此落

户。携手温州职业技术学院与瑞安学院

建设“木活字美育基地”，预计建成后年

培育非遗技术型人才 200 余名。今年已

开展研学活动 50 余场，接待研学团队 5
万余人次，打响东梨研学品牌。如悠然

南山共富工坊依托南山村 300 年索面非

遗文化，打造索面主题非遗研学，成为集

农产品展销、农旅研学、乡村旅游于一体

的现代化工坊。同时，积极争取在木活

字展示馆等地设立大学生实习实践教学

基地，为推动教育链与产业链融合互促。

1 依托独特文旅资源，展示世界非遗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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