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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实践 “微改造、精提升”是一项极具生命力的小工程、大事业，是城市“抗衰老”、乡村“奔共富”的一剂良方。

行动开展以来，温州坚决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提出的“坚决不搞大拆大建”的原则，结合“诗画山水 温润之州”的山水人文底蕴，出台了《温州市旅游业“微改造、精提升”五年行动方案》。在全省打造体验精

致、设施精良、环境精美、服务精心、运营精细“五精”工程的基础上，增加交通精密、村镇精品、业态精彩，以“八精”工程为主攻方向，切实解决“远看像幅画、近看不像话”问题，助力文旅高质量发展。“我们切实将

微改造、精提升作为旅游业助力共同富裕的主抓手，努力在品质提升、扩中提低、富民增收等方面发挥带动作用、取得实质成效。”温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主要负责人说。

各县（市、区）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以提升旅游业整体品质和提升旅游消费为最终目标，结合“八精”工程，善用“绣花功夫”，坚持“留”与“改”，留下基础功能、改变使用功能，巧思妙用，“化腐朽为神奇”，让原有的空间功能重置，更

加突显利用转化成果、环境景观精致精美成果、基础设施提质提量成果、接待服务人性智慧化成果、旅游消费体验多元化成果、旅游交通便捷便利成果，从而更好地满足当下游客追求旅游品质化、国际化、年轻化、多元化的实际需求。

短短一年时间，涌现了瓯海山根音乐艺术小村、鹿城小坝坊城市微更新、乐清城市书房改造、泰顺“非遗外卖”、永嘉“乡村音乐漫都”、文成让川民族村等一批富有代表性的典型成功实践案例。据统计，全市已入库“微改精提”项目总

数为1031个，2021年计划投资27.81亿元，实际完成28.37亿元，投资完成率102%，位于全省前列。

温州：妙笔生花绘就诗画山水“八精”工程扮靓温润之州
黄丽丽 孔 也 苏义彪 潘平良

温州温州：：妙笔生花绘就诗画山水妙笔生花绘就诗画山水““八精八精””工程扮靓温润之州工程扮靓温润之州
黄丽丽 孔 也 苏义彪 潘平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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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江心屿

每当夜幕降临，小坝坊·慢生活音乐文
创街区便迎来了它独特的时光：灯光从河
畔一扇又一扇窗里透出来，春山半是茶、
屿·RIVERSIDE 等吸引着人们来体验精
致的慢生活。

小坝坊·慢生活音乐文创街区由一片
老旧民居改造而成。“微改造、精提升”行动
开展以来，鹿城区积极探索“新坊巷街区”
模式，在维持建筑格局基本不变的前提下，
通过局部改造、功能置换等办法实施有机
更新，让岁月的痕迹变为比地方性商业建
筑更有质感的肌理。

在此基础上，注入特色音乐酒吧、文艺
手作店、轻食餐饮等新的文旅休闲业态，使
其保持地域性、慢生活形态的同时，又融入
现代文化、商业元素，试开街至今已吸引
50万年轻人探访。

“老街是鹿城的乡愁所寄，也是鹿城旅
游的魅力所在。必须通过‘微改造、精提
升’，使老街区重焕生命力。”鹿城区文广旅
体局相关负责人说。

去年以来，鹿城区聚焦“一江一岛一

城”，因地制宜、见缝插针推进 169 个旅游
业项目“微改造、精提升”。其中，该区江心
屿东园改造提升工程、五马历史文化街区
改造提升工程等项目均已完工，并于去年

“五一”假期亮相，游客量达到79.5万人次。
随着古城深度文化体验游和都市休闲

游系列产品的打造，下一步鹿城区将重点
推进“十大特色文旅街区·十大特色文旅庭
院”建设，持续打响“千年东瓯国 诗画白鹿
城”金名片，实现“游在鹿城 悠哉鹿城”。

鹿城 精中见效 描绘“诗画白鹿城”

温州雁荡山

实践案例：鹿城五马历史文化街区

实践案例：龙湾革命教育馆

实践案例：瓯海山根音乐艺术小村

实践案例：洞头区“中屿等到你”

实践案例：乐清清和书苑

实践案例实践案例：：瑞安市曹村景区镇瑞安市曹村景区镇

实践案例实践案例：：永嘉楠溪江滩地音乐公园永嘉楠溪江滩地音乐公园

实践案例：文成县铜铃山5A级景区镇

实践案例：平阳南麂列岛景区

实践案例：泰顺县廊氡度假区-粉黛花园

实践案例：苍南县霞关老街

实践案例：龙港市三园社区

在温州市城区南郊，有一个颇具江南
水乡风味的小村庄。在村内行走，只见河
水从小村中缓缓流过，环绕着清朗幽静的
民宿、颇具情调的咖啡馆、风格各异的艺术
景观小筑，传统与现代在岁月中悄然融合。

山根的华丽转身得益于“微改造、精提
升”工作，既最大程度地保留了江南水乡原
有的建筑样貌和村落肌理，又融入了年轻
群体青睐的时尚潮流和消费场景。这种探

索和尝试形成了瓯海特色的“美学微空间”
理念，并逐步推广。

具体做法中，为保留“原汁原味的精神
原乡”，山根村最大限度保存了村庄整体风
貌、结构肌理，仅对单体建筑的内部功能、
视觉表征进行局部改造提升。村内保留下
来的 7 幢明清建筑、4 幢民国建筑、120 幢
50~90 年代建筑得到了精心修缮，即便是
旧物也在空间环境再造时得到利用。

同时，允许入驻商户在空间微改造时
进行个性化选择，从而使每个建筑都呈现
不同的空间美学风格。如“研语轩”、一捆
藤花园餐厅、迷途·水迹民宿、纳里水上餐
厅、古鲁丁皮艺、安葵民宿、瓯花艺术馆等
都呈现出各自的风格。

目前，山根模式已在全区进行复制推
广，也为各地农村奔向共同富裕提供了一
条新路径。接下来，瓯海区将利用水碓坑
村作为中国景观村落和省级历史文化名村
的优势，在保留原来纸文化村落形态的基
础上，通过空间的利用和功能的复合，打造
更多的“美学微空间”。

瓯海 整村开发 营造美学微空间

平阳县凤林村被誉为“浙南西柏坡”，
现有中共浙江省一大旧址、中共浙江省一
大陈列馆、郑海啸故居等一大批革命胜迹。

“微改造、精提升”行动开展以来，凤林
村以“五精”工程为主攻方向，重点打造浙
江省研学旅游高地、知名红色旅游村，开展
郑海啸故居提升、郑明德纪念馆提升等一
系列微改项目，全力实现可席地而坐、悦心

而游。其中，红色遗迹遗址提升工程总投
资 300 万元，对现有郑明德纪念馆、郑海啸
故居室内布展及室外景观进行提升；浙江
红村研学营地工程总投资 5000 万元，着力
打造一个以红色研学为核心，集非遗文化、
农事体验、旅居度假、军事拓展、党性教育
为一体的红色研学场所。

“平阳正在打造‘浙南红都’，红色文
化是我们最重要的文化符号之一。”平阳
县文广旅体局相关负责人说，在微改进程
中，平阳特别注重文化内涵的挖掘，提升
游客体验。尤其是忆汸系列民宿酒店，特
别注重文化的巧妙植入。如忆汸·武林主
题民宿接待大厅的大鼓、具有武侠风格的
前台接待处、金庸小说的墙饰，都带着浓
浓的武侠气息。忆汸·塘河民宿坐落于鸣
山古村旅游景区，沿岸古宅、古树、古桥、
古庙等串联成线，游客置身其中，能感受
到“小桥流水人家”的美好诗意，也更能领
略平阳的魅力。

平阳 文化铸魂 书写融合新篇章

高山流水高山流水、、山水清音山水清音。。经过多年的持经过多年的持
续探索续探索，“，“乡村音乐漫都乡村音乐漫都””已经成为永嘉文已经成为永嘉文
旅新名片旅新名片。“。“微改造微改造、、精提升精提升””行动开展以行动开展以
来来，，永嘉通过做深永嘉通过做深““音旅融合音旅融合”，”，以音乐赋能以音乐赋能
旅游发展旅游发展，“，“唱响唱响””夜间月光经济夜间月光经济，，打造文化打造文化
和旅游消费新高地和旅游消费新高地。。

位于永嘉岩头镇的丽水街形成于明清位于永嘉岩头镇的丽水街形成于明清
时期时期，，历史悠久历史悠久，，古色古香古色古香。。走进改造后的走进改造后的
丽水街音乐展示中心丽水街音乐展示中心，，进门就是一面黑胶进门就是一面黑胶
唱片墙唱片墙，，不同时空的大咖作品在此交汇不同时空的大咖作品在此交汇。。
在留声物语咖啡馆歇歇脚在留声物语咖啡馆歇歇脚，，喝一杯咖啡喝一杯咖啡，，听听
着音乐着音乐，，时光会不由自主地慢下来时光会不由自主地慢下来。。

永嘉定位永嘉定位““音旅融合音旅融合””新坐标新坐标，，使音乐使音乐
的元素在微改中处处得以展现的元素在微改中处处得以展现。。对丽水街对丽水街
老屋进行修缮翻新时老屋进行修缮翻新时，，在重现丽水古街古在重现丽水古街古

韵之风的基础上韵之风的基础上，，建设黑胶唱片体验馆建设黑胶唱片体验馆、、音音
乐市集乐市集、、录音棚等音乐设施录音棚等音乐设施，，吸引年轻人到吸引年轻人到
此畅赏美妙音符此畅赏美妙音符。。

““永嘉音乐节从外部引进逐步走到了永嘉音乐节从外部引进逐步走到了
自主培育阶段自主培育阶段，，楠溪江音乐节的名气越来楠溪江音乐节的名气越来
越大越大。”。”楠溪江旅游经济发展中心相关负责楠溪江旅游经济发展中心相关负责
人说人说，，永嘉以永嘉以““四节两营四节两营”（”（楠溪江东海楠溪江东海、、星星
巢巢、、草莓草莓、、ROCKTOWNROCKTOWN 四个音乐节四个音乐节，，楠溪楠溪
江江 COARTCOART 艺术营艺术营、、楠溪江星巢音乐营楠溪江星巢音乐营））
为突破口为突破口，，带动年轻消费氛围和人气带动年轻消费氛围和人气，，为餐为餐
饮饮、、民宿等行业注入了活力民宿等行业注入了活力。。

目前目前，，永嘉已全面启动楠溪江永嘉已全面启动楠溪江““乡村音乡村音
乐漫都乐漫都””建设建设，，计划投资约计划投资约 3030 亿元亿元，，谋划启谋划启
动动 77 个音乐产业项目个音乐产业项目，，进一步打响进一步打响““乡村音乡村音
乐漫都乐漫都””文旅新名片文旅新名片。。

永嘉 音旅融合 唱响“乡村音乐漫都”

共同富裕，既要物质富裕，更要精神富
有。

“微改造、精提升”行动以来，乐清按照
“基本普惠+特色提升”标准，以乐清市图书
馆为主阵地，聚焦黄金地段、公园绿地，对30
个城市书苑集中进行改造提升，高效培育打
造“1+30+N”阅读新空间，形成普惠性、高
质量、可持续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让阅读涵养城市、书香飘满乐清，彰

显乐清城市之美、人文之美。让游客在赏
山海风情的同时，也能享受到文化上的洗
礼，精神上的感悟。”乐清市文广旅体局相
关负责人说。2021 年 6 月 2 日，“离大自然
最近的书房”——清和书苑正式开放后，成
为乐清网红阅读打卡地。清和书苑开放不
久，10 月 15 日，玉箫书苑、民丰书苑、观潮
书苑等新一批 22 个城市书房集中投用，从
启动到投用，仅 100 天时间，再次创造了

“乐清速度”，也大大提升了乐清的城市品
位和文化氛围，成为人们争相打卡的乐清
文化新地标。

文化是一座城市的灵魂，是城市吐故
纳 新、转 型 攻 坚 过 程 中 的 精 神 原 动 力 。
2021 年，乐清总共摸排精品项目 35 个，包
括柳市镇黄华百姓书屋、天成街道城市书
房、翁垟街道百姓书屋等，均已入浙江省微
改造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系统，改造完成
后极大提升了乐清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
均等化水平，使“乐读”的品牌越发响亮，为
全市打造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
市域样板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乐清 乐读书苑 打造文旅融合新地标

从破旧祖宅到文兰书院的落成，从废弃
农用房到龙湾首个革命教育馆的开馆，从古
建筑的保护修缮到贞义书院的开放⋯⋯“微
改造、精提升”行动开展以来，龙湾区从细微
处入手，推动文旅产业“大发展”，逐步摸索
出了“微改精提”龙湾做法。

去年6月，由一座建筑面积700余平方

米的废弃农用房改造而成的“龙湾革命教育
馆”正式开馆。作为龙湾首个革命教育馆，
它的建成，为龙湾区党史学习教育提供了一
个生动直观的学习载体，实现了龙湾红色旅
游资源零的突破。

龙湾历史悠久，明朝时期是浙江南部的
文化高地，遗留了大量有价值、有特色的历
史文化和历史建筑。龙湾以“微改造、精提
升”行动为契机，通过对古建筑的“微改造”，
让古建“焕发新颜”。

如今走在龙湾，由明清古建筑群迁建、
修缮打造的和合文化公园“古味绵延”，永昌
堡景区内王绍志故居、庙上路 1 号等古建

“修缮一新”，瑶溪钟秀园景区内的贞义书院
“古韵悠悠”，南洋公园内的温州百工苑、叶
萌春艺术馆“古朴典雅”，还有古色古香的朱
进春老宅、刚刚启动建设的永昌堡王氏始祖
故居⋯⋯这些都是龙湾区微改的“硕果”。

通过“深处挖掘、小处植入”，不仅让古
建筑散发足以穿透年代的美，更让城市魅力
倍增，描绘了龙湾“诗和远方”新画卷。

龙湾 从“微”入手“改”出文旅新天地

红色的结婚墙、风车、钢琴、爱心造型、
蓝白拱形阳台⋯⋯走进洞头“小洱海”之称
的中屿景区，蓝天、白云、大海为背景加上
一些创意道具，随便就能拗出一个时尚大
片。

“微改造、精提升”行动开展以来，中屿
景区围绕打造“相思海湾、浪漫沙角”，以国
家级3A景区创建为契机，全面提升景观品
质和服务设施，生态化改造拍照打卡区、换
装化妆区、文化体验区、购物休憩区四大功
能区块，增设彩虹防浪堤等景观，持续提升
网红产品热度。

为了让中屿景区具备可持续的吸引
力，洞头区在改造的过程中，特别突出节庆
的打造和文化的植入，成功举办中国·洞头
首届婚旅节，上演海岛婚纱 T 台秀时尚大
片，持续开展“妈祖平安节”“夏日歌会”“非
遗公开课”等活动集聚人气。

如今，中屿景区成功带动沙角村走向
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村集体注册成立中
屿旅游管理有限公司，通过渔旅融合，新增

民宿餐饮店铺 20 余家，带动 100 余名村民
稳定增收。2021 年，沙角村接待游客数超
50 万人次，村集体经营性收入增收超 100
万元，旅游综合收入超3000万元。

除此以外，洞头区还完成韭菜岙沙滩
公园夜游项目、白迭沿线景观提升工程等
40 个项目的“微改造”，2021 年完成投资
1.71 亿元，不断推出跳岛游、红色研学游、
离岛露营游、渔港夜游、海钓亲子游等旅游
新产品，满足新时期的游客体验。

洞头 以美出圈 打造网红打卡胜地

瑞安素有瑞安素有““东南小邹鲁东南小邹鲁””之誉之誉，，自古文风自古文风
鼎盛鼎盛，，底蕴深厚底蕴深厚。“。“微改造微改造、、精提升精提升””行动开展行动开展
以来以来，，瑞安围绕瑞安围绕““今今、、古古、、人人、、文文””主题主题，，深度挖深度挖
掘文化内涵掘文化内涵，，以历史文化底蕴和自然生态底以历史文化底蕴和自然生态底
色为基础色为基础，，将将““绣花绣花””式功夫向景区式功夫向景区、、景区镇景区镇、、
景区村景区村、、文博场馆文博场馆、、酒店酒店、、民宿等各领域延民宿等各领域延
伸伸，，打造景美人和打造景美人和、、主客和谐主客和谐、、共建共享共建共享，，宜宜
居居、、宜业宜业、、宜游的优质城乡生活圈宜游的优质城乡生活圈。。

““门外无人问落花门外无人问落花，，绿阴冉冉遍天涯绿阴冉冉遍天涯。”。”
诗人曹豳笔下的曹村镇诗人曹豳笔下的曹村镇，，不仅拥有一望无垠不仅拥有一望无垠
的田野风光的田野风光，，还是瑞安市四大文化古镇之还是瑞安市四大文化古镇之
一一。。微改启动以后微改启动以后，，曹村镇以泰安古街为曹村镇以泰安古街为
轴轴，，融合耕读融合耕读、、夹缬印染夹缬印染、、无骨花灯等独具特无骨花灯等独具特
色的曹村文化色的曹村文化，，沿线打造了竹语栖读沿线打造了竹语栖读、、躬耕躬耕

乐道乐道、、太平初上等观光游览九大节点太平初上等观光游览九大节点。。依托依托
曹村的旅游热度曹村的旅游热度，，以及文艺机构的入驻以及文艺机构的入驻，，让让
游客在文化体验与旅游休闲的融合中提升游客在文化体验与旅游休闲的融合中提升
愉悦感愉悦感。。

““玉海楼玉海楼””作为瑞安市城市金名片作为瑞安市城市金名片，，在恢在恢
复玉海楼原有藏书功能的基础上复玉海楼原有藏书功能的基础上，，结合现代结合现代
技术推动展陈智能化升级技术推动展陈智能化升级，，为游客营造全方为游客营造全方
位位、、沉浸式的互动体验沉浸式的互动体验，，打造展陈主题更突打造展陈主题更突
出出、、展陈形式更多样展陈形式更多样、、展陈内容更丰富的升展陈内容更丰富的升
级版智能化景区级版智能化景区。。

试点先行试点先行，，以点带面以点带面，，最后在全域内形最后在全域内形
成成““微改造微改造、、精提升精提升””的高潮的高潮。。截至目前截至目前，，瑞瑞
安安““微改造微改造””系统共录入项目系统共录入项目 6666 个个，，累计完累计完
成投资额约成投资额约11..88亿元亿元。。

瑞安 今古人文 打造优质城乡生活圈

“伯温故里，天然文成”。这片以刘伯
温故里闻名于世的土地上，正以省旅游业

“微改造、精提升”行动试点县为契机，全力
打造“生态底色美、文化氛围浓、旅游功能
强、公共设施全、管理服务优”的文旅新样
板。

行动开展以来，文成县主要领导亲自
挂帅，坚持“以人为本、以质取胜、以点带
面、以小见大、以文塑旅”，努力发挥政府

引导作用，突出文旅企业主体，将该项工
作纳入全县旅游专班，出台五年专项行动
方案，制定“微改造、精提升”管理办法，实
行“示范点申报、项目审核、跟踪管理”等
制度。

为了给予微改项目“真金白银”的激
励，文成县文广旅体局联合县财政出台扶
持政策，单个项目补助资金最高达 80 万
元。将工作纳入全县乡镇年终考绩制度，
成果作为乡镇年终评优评先重要依据。
2021 年温州市“微改造、精提升”全市培训
班考察现场会在文成召开。

目前，文成县“微改造、精提升”行动掀
起新高潮。2022年完成自主项目申报150
余个，预计项目投资达1.62亿元，实现文旅

“热点”区块全覆盖。为了使该行动进一步
推广到全县，县文广旅体局积极为农信机
构提供“微改造、精提升”优质文旅企业名
单，推出专项“微改精提”信贷产品，致力于
通过设施、管理、体验等全方位的提升，实
现可“席地而坐”“悦心而游”。

文成“微改”妙笔 激活文旅新发展

在游客旅游品味逐渐提高的今日，如
何在现有基础上提供优质化的旅游体验？

泰顺创新推出“非遗外卖”模式，通过
景点、酒店、民宿、旅行社等单位及个体游
客“按需点单”的形式，实现游客随时随地
观展体验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化传
承需求，成为“微改造、精提升”行动中以新
供给满足新需求的范例。

“作为山区县，旅游业在打造高质量发
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 26 县样板中举足
轻重。”泰顺县文广旅体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泰顺“微改造、精提升”特别注重景观节
点的打造和业态的植入，不断激活山区县
的发展活力，助力共同富裕。

例如，廊桥-氡泉旅游度假区作为泰顺
旅游业门面品牌，通过对廊桥文化园主入
口进行升级打造形成“暮光之城”打卡点，
利用天井改造成“爱丽丝秘境花园”，粉黛
花园添加马场萌宠喂养鸟巢网红拍照打卡
点并增加儿童游乐设施、婚纱摄影拍摄基
地，整体提升游客游玩体验。

南浦溪镇库村村作为第四批中国传统
村落，通过举办第四届浙江省大学生乡村
振兴创意大赛，学生团队与村民共同生活、
共同研究、共同改造，提升旧有限制空间的
面貌、功能，活化村民闲置资产，书店、年糕
体验馆等业态的陆续落地营业焕发了库村
古村落的生机，为游客带来了足够的休憩
停留空间与打卡点。

泰顺 优化供给 激活山区文旅活力

“微改造、精提升”的关键切入点在于
“微”字。自行动开展以来，苍南县钱库镇来
谊村可谓做足了“绣花功夫”：

“我们不盲目追求高大上，争取用最小的
投入得到最大的效果。”钱库镇来谊村相关负
责人介绍，苏中武故居两幢房子共 12 间，建
筑面积近600平方米，打造为研草学堂、稏溢
堂、苏包创意坊、纪念馆等研学空间，全部投
入不到60万元。乡村慢道用不到5000元的
喷字成本让游步道成功出圈。

不止来谊村如此，在苍南，各景区、镇村
纷纷通过微景观、微环境的改造提升增强游
客的体验。

霞关镇遵循“修旧如旧”，完成霞关老街
样板段改造提升工程，修复了泊来霞关的南
洋等老街沿街立面的建筑肌理 135 处，引入
新产业元素如口述馆、旧书坊及非遗馆等，
同时从建筑外墙、景观亮化到标识标牌等进
行系统性改造提升，使古朴老街重新焕发生
机；炎亭景区入口经微改后，一改往日乱、

杂的印象，提升了游客及当地居民旅游、生
活品质；中魁村打造四季柚采摘园入口节点
和沿途绿化，完善采摘驿站、游步道等设施
功能，打响“四季柚之乡”高质量的旅游品
牌⋯⋯

通过“抓好示范，树立典型，以点带面”，
2021 年度，苍南全县录入系统项目数 158
个，实际完成投资额 2.37 亿元，投资完成率
达101.1%，有力助推了旅游业高品质提升和
高质量发展。

苍南 匠心入微 擦亮美丽南大门

“标识清晰、公厕干净、庭院美丽⋯⋯”龙
港市三园社区书记陈增旺细数着村里“微改
造、精提升”涉及的“九小”改造成效（即改造
小标识、改造小公厕、改造小公园、改造小作
坊、改造小水系、改造小庭院、改造小土房、改
造小停车场、改造小垃圾收集站）。

“九小”改造完成后，陈增旺明显感觉慕
名而来的游客越来越多了，想在村里住宿的
游客也多了起来。特别是完善的设施和优美
的环境，还引来了一批新业态，像音乐露营
嗨、龙舟节、火车咖吧、特色农家乐、又见七间
民宿等，每年为村集体经济带来30多万元收

入。
近年来，在省、市文旅部门的大力支持

下，龙港市牢牢把握品牌定位，立足乡村振兴
示范带建设目标，围绕规划设计、风貌提升、
产业发展及文化挖掘 4 个方面，全力细化做
好“微改造、精提升”工作。把“微改造、精提
升”作为提升人居环境、乡村收入的重要抓
手，做好全域覆盖、点面结合、统筹推进。
2021 年，已完成“微改造、精提升”项目 21

项，投资金额近 8000 万元，紧盯绿野朝阳乡
村振兴示范带、滨海线乡村振兴示范带、支江
乡村振兴示范带等重点工程，全面推进“九
小”微改造、精提升，实现龙港所有社区容貌
微整形，设施优化完善，业态丰富化，农民增
收致富，社会幸福指数大提升。

“九小”虽小，却也不小，涉及到村容村貌
的各个方面。在“九小”改造的带动下，时时
美丽、处处精致的社区场景已然初步呈现，让
来到龙港的游客不仅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
得住乡愁，也有了更好的旅游观光体验。

龙港 微改精提 赋能乡村振兴

（本版图片由温州各区（县、市）文旅单位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