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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少咸宜”的康养旅居大花园
黄丽丽 孔亚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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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驾游线路推荐】
一日游
非遗之旅：舞龙故乡—玉山古茶场—水

下孔（或风崖谷）

康养之旅：百杖潭—灵江源森林公园—

花溪—大盘山温泉山庄

二日游
研学之旅：
DAY1:大盘山博物馆—孔氏家庙—榉溪

蓝莲舫

DAY2:舞龙峡景区—金鸡岩（或十八

涡）—乌石村

精雕细琢
持续释放磐安的“生态魅力”

每年夏天，当城市里的温度已经飙升到三
四十摄氏度，在磐安的这个村庄，温度却常年保
持在25摄氏度左右，又被称为“浙中承德”。它
就是尖山镇乌石村。

近年来，尖山镇凭借独特的人文风情和优
越的自然山水，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和农家乐产
业，走出了一条生态富民的道路，形成了包括乌
石村、湖上村、横路村等民宿（农家乐）聚集村。
目前全镇共有农家乐 346 家，其中金宿 1 家，银
宿10家，2021年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4亿元。

好生态带来“好前景”，乌
石村民宿集聚区只是磐安大力

发展全域旅游促进共同富裕
的缩影。如今在磐安，乡

村旅游遍地开花，串
珠成链般串起了乌

石人家、云杏山居、花溪忆舍、山田三亩等一系
列民宿集聚区，成为老百姓增收致富的重要来
源。

“目前，磐安民宿集聚村和旅游特色村规模
在全省位居前列，但是我们不能就此止步，而应
不断提质升级，满足新消费、新市场的需要。”磐
安县文广旅体局相关负责人说，全省正在进行
旅游业“微改造、精提升”行动，以此为契机，磐
安对全县的民宿和景区景点进行提档升级，满
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2000年开业的花溪景区是磐安旅游的“开
山之作”，也是磐安“微改造、精提升”的重点对
象。磐安县以景区和村社“共生、共融、共建、共
享、共荣、共富”为理念，全面推进花溪景区和花
溪村的“微改造、精提升”，有力地推动了乡村振
兴。面貌一新的花溪村实现营业收入 2600 余
万元，村集体经济收入达70余万元。

不仅花溪村如此，盘峰乡作为磐安县山地
休闲度假游的重要基地，近年来，通过“重大活
动+重点项目+乡村旅游+产旅融合”四位一体
的思路发展全域旅游，引进了磐安滑雪场、地轨
小火车、灵江源水世界等新项目和新业态。
2021 年冬天，磐安滑雪场借着冬奥会的东风，
情人节当日游客破 5000 人次。该滑雪场成功
入选浙江省运动休闲旅游优秀项目。

“随着全域旅游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民
吃上了旅游饭，‘山里一张床，赛过城里一套
房’，成为老百姓的内心写照。”说起全域旅游带
给老百姓的变化，磐安县主要负责人说。目前，
磐安县共有农家乐特色村 108 个、农家乐 1014
家，床位1.95万张，带动就业4.8万人。2021年
磐安县农家乐累计接待游客 282 万人次，直接
经营收入达3.68亿元。

以文塑旅
加快打造“康养旅居目的地”

光脚赤膊，手执平头刀，在烧红的炭火上穿
行踏舞。“炼火者”们一个个精神抖擞地在火光
中穿梭⋯⋯这是国家级非遗项目——磐安“炼
火”，是花溪景区夜游的核心项目之一。

“这又叫‘踏火山’，火坛中心的温度高达
700 多摄氏度。”懂行的游客介绍说。自从“炼
火”被引入花溪景区作为常态化演出以后，景区
的游客增加了3倍以上，带动了景区周边民宿、
农家乐生意的火爆。

“将非遗元素融入文旅产品，不仅有助于非
遗传承，更有助于提升旅游目的地文化内涵，打
造具有当地特色的文旅品牌。”磐安县文广旅体
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磐安非常重视非遗资源的挖掘整理和传承
保护，近几年，申报国家、省、市、县四级非遗名录
170项，其中国家级3项、省级12项。通过非遗项
目进景区、进乡村等方式进行非遗的活态化传承。

在磐安，与物质富裕齐头并进的是人们对
精神富有的追求。

点一杯原料里有中药材的奶茶，从书架上
取一本书读一读。看累了就望望窗外，一整面
的落地玻璃窗，将外面的风景清晰地呈现在面
前。这座名叫云峰驿站的建筑，位于磐安县城
新兴街西南侧，因颜值高、有内涵而迅速跻身网
红打卡地。

去年以来，磐安探索“图书馆+旅游”模式，
充分利用农村闲置房屋、景区景点游客中心、公
共服务设施等资源，通过多方共建、多点覆盖、

多业融合，打造图书馆和旅游相结合的主客共
享新空间。目前，已建成“图书馆+旅游”模式
示范空间 20 个，设置宣传展示书架点位 150
个。

“在深入推进文旅融合的进程中，磐安还特
别注重发挥党建的引领作用，通过党建联盟推
动偏远山区村对策共商、项目共建、成果共享。”
磐安县文广旅体局相关负责人说，目前磐安正
在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为此，磐安县以“山地公园”建设为突破口，
以“云上天路”建设为纽带,建立“云上天路”共
建联盟、“微改造、精提升”示范点共建联盟、宋
韵文化挖掘传承联盟、文化助推乡村振兴联盟、

“图书馆+旅游”共建联盟等5个党建联盟，发挥
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在磐安，“旅游全域化、全域景区化”发展态
势正在形成。一个人们为之向往的生机无限的
康养旅居大花园，正款款向我们走来。

（图片由磐安县文广旅体局提供）

杜鹃花海

花溪景区花溪景区

炼火炼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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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巍括苍山，莽莽仙霞岭。山，曾是阻碍山区县经济发展的地理屏障，如今却是磐安具有潜力
的资源发展优势之一：

春天，盘峰乡高姥山上的杜鹃花竞相绽放，汇聚成山下老百姓增收致富的“幸福之花”；冬天，山
顶滑雪场白雪皑皑，成为市民游客体验冰雪运动乐趣的“打卡地”；到了夏天，散落在群山间的乡野
民宿，成为康养旅居的“养心之所”⋯⋯

身心两安，自在磐安。作为26个加快发展的山区县之一，近年来，磐安将旅游作为山区县实
现高质量发展的“一号产业”，以“产业围绕旅游转、产品围绕旅游造、结构围绕旅游调、民生围绕旅
游兴、功能围绕旅游配”为基本思路推动旅游高质量发展。

如今的磐安，“全域是景区、处处是景观、村村是景点”，成为老少咸宜的康养旅居大花园。
2021年，全县累计接待国内游客290.46万人次，实现国内旅游总收入46.94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1.12%、17.50%。

崛起一方山水
勾画乡村振兴新蓝图

松阳地处浙西南、瓯江上游、浙江大花园的
核心区，全县森林覆盖率达80.1%，空气优良率
达100%。

松阳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依托传统村
落等优势资源，以“古城、古镇、古村”为核心，以
8 条艺术创作路线和全县域绿道慢行系统为骨
架，以30多个乡村生态博物馆和140个A级景
区村为载体，以民俗文化节和当代艺术展为展
示窗口，着力构建全域旅游发展大格局。

为了让百余个古村、260 多幢老屋重焕新
生，松阳按照“活态保

护、有机发展”理念，
创新开展传统村

落保护发展、拯救老屋行动，30 余支 2000 余人
的传统工匠队伍也因此得到培育。

凭借独特的古村落资源，借助“丽水山居”
区域公共品牌，结合拯救老屋等创新工作，松阳
精准确定“小众化、中高端、高品质”发展定位，
全力打造山居民宿胜地，培育有根的“生长型”
民宿经济。截至目前，全县发展农家乐民宿
570 家 ，累 计 发 展 床 位 5129 张 ，接 待 游 客
1416.9 万人次，综合营业收入近 1.7 亿元，带动
农村劳动力3200余人。

“松阳兴村的红糖远近闻名，我们在 2016
年投资600多万元建设了兴村红糖工坊。工坊
传承了村庄内核的文化传统元素，兼具红糖生
产厂房、村民活动和文化说，是衔接村庄和田园
的一处重要场所。”松阳县文广旅体局有关负
责人说，为了激活传统业态，松阳打造了红糖工
坊、王景纪念馆、契约博物馆等30余个小而精、
小而美、小而特的全县域生态博物馆（工坊），成
为当地传统生产技艺的展示空间、特色民俗文
化的展演空间、共同富裕的致富空间。

为了进一步注入富民强村的源头活水，松
阳大力支持工商资本、优秀青年上山创业，创新
组织化发展模式，打造了云上平田、原乡上田等
文旅综合体，实现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
民变股东。目前，松阳 60%以上的村庄植入了
文创等新业态，年轻人回来了，村子兴旺了，游
客进来了，老百姓的腰包也鼓了。

于是我们看到——在该县上田村，村集体
和村民以田地、房屋等资源入股，与政府资金共
同建设运营原乡上田文旅综合体，2021年实现
收益 60 万元，带动村民增收 10 万余元，村集体
分红15万元；在陈家铺村，当地推动文旅多业态

融合发展，2021 年接待游客 30 余万人，带动村
民人均增收3000余元，村集体经济收入113万
元。

“我们把整个县域作为‘大花园’来打造，全
力构建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资源生长型产业体
系，积极探索经济运行新机制，有效破解农民难
以获得全产业链增值收益的发展难题，并将旅
游带来的人流、物流和消费进行有效转化，带动
了大批村民受益致富。”松阳县文广旅体局有关
负责人总结道。

彰显人文之美
描绘精神富有新图景

“这座廊桥又叫红军桥，当年挺进师来到安
岱后，为了不打扰当地老百姓的生产生活，很多
战士就在这座桥上打通铺睡觉，当地村民把这
座桥称为红军桥。”松阳县安民乡安岱后村 67
岁的“红色讲解员”陈吴福身着红军服装、头戴
八角帽，向每一位游客讲述着当年挺进师来到
村里的故事。

松阳是浙闽赣地区的重要革命老根据地，
是浙西南革命精神的重要发源地之一。为加快
红色资源价值转化，松阳依托古村落、山水资
源、绿道体系等载体，聚力打造红色核心产品，
拓展红色旅游产品，提升红色旅游核心竞争力。

为了进一步丰富共同富裕的精神内涵，松
阳持续推动全县域“永不落幕”的民俗文化节和
当代艺术展、“永不闭馆”的乡村博物馆、“永不
停歇”的乡野运动场品牌建设。

松阳做好红色文化的保护和利用，梳理上

报革命遗址 149 个，成为丽水市革命遗址存量
最多的革命老根据地县之一。该县创编越剧

《张玉娘》以及《箬寮风雷》《红色浙西南》等高腔
精品剧目，每年举办富有特色的节庆、论坛活动
等160场以上，使松阳成为“没有围墙的剧场”。

“比如我们创新开展百名艺术家入驻乡村
计划，已签约艺术家工作室 75 个，先锋陈家铺
平民书局月营收超 10 万元，领跑全国乡村书
店。”松阳县文广旅体局有关负责人说道。

脚下有泥，心中有火，眼中有光。怀揣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松阳还将一如既往不断探
索文旅融合发展新模式，为打造全省高质量发
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山区样板注入源源不断
的活力。

不忘初心，接力前行。
（图片由松阳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提供）

【自驾旅游路线推荐】
古村探秘-打卡最后的江南秘境，闯进山谷

云海里的古村，静谧悠然，过三两日向往的生活！
D1：文里·三庙街区，双童山景区体验惊险

刺激的山地乐园，夜游明清古街，被誉为“活着

的清明上河图”。

D2：黄家大院，观赏木雕。云上平田，因一

年200多天的云雾景观而得名。陈家铺网红

村，是一座建在悬崖峭壁上的崖居式传统村

落。住宿榔树·揽树山房。

D3：白老酒工坊，展示白老酒酿制技艺和酒

文化交流的多元空间。豆腐工坊（午餐），展示

体验豆制品传统制作技艺，品尝特色豆腐宴。

寻一方江南秘境，觅一场富民盛宴
南 苏 叶莉琴

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松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阳

九舍民宿九舍民宿

松阳陈家铺村松阳陈家铺村

明清古街明清古街

这里与青山比邻，与云海为伴，古村深巷、黄墙黛瓦都氤氲在雾气之中，满目青山翠如

玉，这一方江南秘境，可谓是人们向往的隐世之所。

丽水松阳,坐落于浙南山区。四面环山、多有丘陵,瓯江流经于此,对此地进行滋养与孕

育。加之古村落群与其相得益彰,最终造就了风景如画的松阳景致。

文化和旅游，都是促进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不可或缺的力量。作为山区

26县之一，如何更好地让文旅赋能，促进物质生活富有与精神生活富有同频共振，成为松阳

文旅人需要解答并解答好的时代命题。

近年来，松阳持续巩固和深化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建设成果，打造“全域康养胜地”“国

家传统村落公园”金名片，切实推进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全力书写松阳文旅加速共同富裕

示范区建设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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