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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精微处，致广大。自2021年入选全省旅游业“微改造、精提升”试点以来，安吉聚焦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按照“引领品质生活、引领全域美丽、引领旅游

消费、引领文旅融合”的原则，坚持“山水共治、上下联动、点面结合、软硬并施、内外兼修、主客共享”，积极探索旅游业助力乡村振兴的创新路径。

在“微改精提”这一“绣花针”的飞针走线下，安吉持续加重微改造政策支持“砝码”，加快示范点提质增色，通过“微链接”构建全域共进大格局，发展溪

龙梅溪浙北秘境示范带、浪漫山川山地休闲示范带等5条精品示范带；以“微创意”推动旅游产业链大提升，加大新元素与旅游产业融合，打造更多时尚旅

游新场景；以“微开发”撬动乡村经济效益，有效实现荒地变公园、旧房变乡宿、农民变股东，巧用“绣花”功夫织密织细“金山银山”锦绣新图景。

“我在安吉很想你”“我们如此热爱
安吉”“想你的风吹到了安吉”⋯⋯漫
游安吉山川乡野，老街路转角、网
红咖啡店门口或是民宿庭院边，
我们总能不经意间看到诸如此
类的蓝底白字路标，这些小而
美的精致打卡点装置，点亮
了一个个微空间，传达出
这座城市的热情与暖意。

做好“微改精提”的后
半篇文章，关键在于提升“微
改精提”的含金量，延展旅游全
产业链，以旅游业全流程视角，
于精微处提升游客的获得感。
为此，安吉以微创意做叠加，加
大艺术、科技、体育、工业等新元
素与旅游产业融合，跨界融合中
打造更多时尚旅游新场景，更好地
承载旅游新消费，有效实现从“吸睛”
到“吸金”的跃迁变化。

夜幕下，走进剑山村蔓塘里自然村，伴随着空灵梦幻的
音乐，数万盏灯光随地形山势闪耀变幻，描绘出一幅“亦
诗亦画”的灯光水墨画，将游客带入一个如梦如幻的世
界。自引进“大地之光”项目后，这个小山村点亮乡
村艺术夜经济，将蔓塘里乡村独特的人文、地貌、景
观呈现给游客。游客到，则景区闹，在灯光项目
的带动下，全村建起了民宿群、餐饮店、小吃街，
土特产实现线上线下销售，美丽经济发展迅
猛。

“‘大地之光’项目利用原有的乡村空间，
通过灯光造景等微改造，注入新的旅游业态，同
时还激发了村民致富的内生动力。”灵峰街道相
关负责人说，艺术在乡村演绎，艺术融入乡村，艺术
经济的交融在蔓塘里变成了现实。

不难发现，在微改妙笔下，安吉曾经的清丽山
水越发衍生出新的生态价值，而以此为基础延展出
的旅游新业态、新形态，更是催生出了新的文旅消费
场景，拓宽了文旅促共富的新路径。

无独有偶，安吉还刮起了一股露营微度假风，野外露营
正成为时尚的旅游新体验和生活新方式。安吉全面实施

“百村万帐计划”，引领露营产业化、规范化发展，以微改造
驱动露营微度假模式，为“微改精提”注入更多活力，露营的

“微介入”也为乡村旅游带来更多活力，奏响“一顶
帐篷富了一个村”的致富进行曲。

从“吸睛”到“吸金”
——精耕延展旅游全产业链

置身安吉，目之所及皆是风景。
在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
下，安吉旅游已经从最初的“卖资源”

“卖服务”阶段升级进阶到“卖文化”
“卖生活”“卖体验”层面，让旅游成为
一个地方文化展示的窗口。

在激发微创意的过程中，安吉着重
以文化为解法，支撑起微改造的思路框
架，不断汲取创意源泉，以文化为牵引
加速文旅空间重塑、功能叠加，挖掘更
多文旅融合新载体，让文旅体验空间更
鲜活、更生动，也更具辨识度和竞争力。

据悉，安吉已出台产业政策，对单
独的文旅空间、非遗手工体验坊都有
相应奖补，同时还大力招引、鼓励更多

的乡旅人才“牵手”民宿，挖掘文化内
涵，开发文创产品，共同推动民宿

产业向稳向好发展。
譬如，孝丰晓筑民宿自制

“品品安安、尝尝酒酒”伴手礼，

将自家茶园的安吉白茶茶礼和自酿的
梅子酒进行组合，吸人眼球；读一间民
宿“藏”在群山隐匿的深溪林中，超大
落地窗外是一片广袤竹林，民宿业主
童磊俊受其灵感启发，开发了“湖笔”
文创产品；还有那杭垓竹宿民宿的高
级时尚竹面女包，鄣吴不须归民宿的
竹扇等，都凝聚着民宿主人独特的创
意。“民宿+文化”，小小的叠加，让民宿
这一空间载体更显隽永，也更能凸显
民宿主人独有的气质与魅力。

与此同时，微改造之后的空间在
汲取了当地文化之后，更能增强游客
的体验感、参与感、代入感。在鄣吴镇
归仁里老街内，有一处藤蔓老屋焕新
重生、别有洞天，老宅门头上尽显岁月
痕迹，缀满了风车茉莉经年累月厚厚
的藤蔓，如今正吐着新芽。穿过走廊，
豁然开朗，一个有着上海调调的威士
忌酒廊——鄣吴·拾月映入眼帘，新与

旧在这里交融、碰撞。沿街漫步，两侧
的手工制扇馆、里仁书屋、幸福邻里中
心、乡贤馆、老茶馆等依次排列，游客
既可观摩制扇工艺，也可动手创作书
画，还可以休憩品茗，翻书了解古鄣历
史⋯⋯氤氲着浓郁文化味的归仁里老
街，仿佛让时空静止，让每一个来到这
里的人都能在俯仰间获得滋养，内心
充盈。

正如鄣吴镇相关负责人介绍：“我
们的旅游业‘微改造、精提升’工作始
终坚持融入文化因子，让各式各样的
业态都成为文化输出的渠道之一，让

‘微改精提’留有余味。”
不仅如此，安吉还以文旅节庆活

动为载体，小切口融入小创意，借助当
地特色文化，进行场景布置、氛围营
造，让来往游客在这里感受到自然风
物之外的活动气氛，沉浸式体验一个
个文旅新空间。

从“入眼”到“入心”
——文化赋能促内涵式跃迁
从“入眼”到“入心”
——文化赋能促内涵式跃迁

高质量的文旅资源和优质服务才
是比拼“留量”的制胜法宝。如何把流
量变为“留量”，既引得来，又留得下，
让更多“头回客”成为“回头客”，这才
是真正的考验。

在草长莺飞的季节，安吉山禾稻
农场推出“春季团建一日营”方案，里

面包含了跟着园长走、咖啡拉花体验、
飞盘体验、创意糖葫芦、自制无患子有
机皂、窑烤体验、长桌野宴、营地自助
烧烤、年轮自然绘等一系列好玩有趣
的活动。“应时而作”的主题活动，让平
平无奇的田园有了更多新鲜的玩法，
通过研学课程打造、时物手工体验等
方式，让农场“四季常青”，永葆新鲜感
和成长性，以此迎来了一波波的回头
客。

“没有‘强运营’就无法让农文旅
产品拥有持久的生命力，我们之所以
策划推出多种主题活动，就是想让游
客与这片农场可以产生更为亲密的关
系，譬如制作无患子有机皂，邀请游客
去春天的田野河边亲手采收无患子果
实，再熬煮成汁、与皂基融合、静待凝
固⋯⋯每一个环节都是一种新鲜的体
验，都是一场奔赴田野的仪式感之
旅。”山禾稻运营总监韩植芸说：“我们
就是想通过运营实现‘有限的空间、无
限的可能’。”

再有安吉古城考古遗址公园，由
第三方公司市场化运作、经营，推出系

列考古主题旅游产品，打造文博旅游
IP，打造“博物馆旅游”的热门目的地，
提供了充足的客源保障，大力带动当
地旅游经济。

“蹭着研学旅游的热度，我们整合
起春秋游、劳动课、实践课，精心策划
运营，实现研中有学、游中带学、寓教
于乐的课程设计，打造孩子喜爱的‘第
二课堂’，成为文旅消费市场的新增长
点。”安吉古城遗址博物馆相关负责人
说。

有着“安吉小冰岛”之称的深蓝计
划，则是以当地矿山水库独有的风景打
造出的一个多场景的网红拍照打卡点，
并多点位放置户外露营桌椅，慕名而来
的游客购买门票即可享受一杯咖啡和
无边风景。凭借票根，游客第二次来还
可以直接进场且咖啡半价。也正是“美
景+福利”的双重优势叠加，让深蓝计
划成为了一个“来了还想再来”的地方，
即便是工作日也流量惊人。

一个个强运营的手法，让安吉文
旅在后疫情时代持续升温回暖，不断
激活消费复苏新动能。

从“流量”到“留量”
——运营力驱动文旅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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