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磐安

正逢春日景，何处寻磐安？是远眺山间，百里群樱浸染后的一片粉黛；是俯瞰台地，梯田古茶氤氲后的四溢清香；是蜿蜒而上，石板黑瓦堆叠后的落

日暖阳。

一句“身心两安 自在磐安”，让这座山水隽秀与人文厚重兼具的浙中小城，成为无数游人追寻返璞归真的心向所往。借着全省旅游业“微改造、精提

升”专项行动的东风，磐安通过聚焦体制机制完善、旅游业态丰富与特色文化挖掘，不断优化景村环境、完善公共设施与提档民宿升级，2022年实施“微

改造、精提升”项目276个，完成投资8.77亿元，创建省级“微改造、精提升”示范点45个，数量居金华市第一。

以景引人念好山水经，以质留人走好共富路。眼下的磐安正巧用微改造的“绣花”功夫，以台地自然风光为底色，依托传统文化和特色古民居建筑群

的风貌优势，做大民宿集群、做精乡村旅游、做深文旅融合，推动磐安文旅向全时段、全区域、全产业转变，倾力描绘“时时皆宜游、处处皆宜宿、产产皆致

富”的江南新图景。此刻，伴着春日的颂歌，更加烂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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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提炼 跨界融合
激活传统村落的“民宿密码”

对于磐安而言，在“微改造、精提升”
的有机更新过程中，对民宿的重塑改造与
提档升级是做精乡村旅游与激发文旅活
力不容小觑的重要组成部分。

穿梭在群山樱林间，盘旋而上，一路
向北，依傍于皇城湖畔的尖山镇湖上村，
以开发式保护代替闲置性保护的方式，盘
活闲置已久的老三合院，将濒临倒塌的祖
宅修葺翻新，保留了传统精神风貌与原始
肌理感，改建为“湖上门堂”高端民宿。框
一方天地，景致雅逸，院内中堂被改造成
各式公共空间，昔日的杂草丛生变为庭院
深深，赏四季轮回的雅致风景，怡然自
得。据了解，该民宿在去年被评定为银
宿，当下正为创建文化主题民宿谋划蓄
力。“这家民宿是美好生活的见证，我们想
通过‘微改精提’，不断呈现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湖上门堂业主表示，不同于其
他文化主题民宿厚植历史人文底蕴，“湖
上门堂”的文化特色在于，聚焦对未来生
活的美好憧憬。从传统的农家乐，到现在
的高端民宿定位，以“湖上门堂”为
典型的改造提升，一步步见证
着湖上村民宿产业发展的提
档升级与幸福变迁。

信步闲庭，不远处的
半坡上，一家以乌石与
钢架相结合为主结构

的建筑映入眼帘。青简石屋是一家以书
为主题的精品民宿，也是磐安探索“图书
馆+”文旅融合模式的代表之作。通过对
公共区域的功能重塑与客房区域的布置
提升，从充满格调的艺术内饰，到别具诗
意的客房取名，辅以乌石墙体古朴的简约
搭配，处处弥散着书卷气息，“书中有民
宿，民宿中有书”一大特色刷足了存在感。

以跨界融合推进“住而有趣”，像这样
的旧貌换新、加速蝶变的案

例，这几年在磐安乡村
中比比皆是。着眼于

民宿经营中的小细
节 、小 环 境 、小 场

景 ，村 民 们 纷 纷
自发性地自我改

造起来，有的围绕床具用品升级，有的落
脚在美丽庭院，还有的是餐饮改良⋯⋯

去年，全省“百县千宿”启动大会在磐
安举行，磐安列入全省 6 个“浙韵千宿”试
点县之一，30家民宿入选“浙韵千宿”培育
名单，数量占金华市近三分之一。全县拥
有全国乙级民宿 1 家、省等级民宿 28 家

（其中白金宿 1 家、金宿 2 家、银宿 25 家）、
文化主题民宿2家、非遗主题民宿1家，全
国乙级民宿、非遗主题民宿为金华市唯
一，省等级民宿、文化主题民宿数量均为
金华市第一。

以尖山镇为例，从湖上村主力高端民
宿，到乌石村引领农家乐集群，再到管头村
凤凰新区紧跟现代民宿步伐，民宿产业的
迭代更新，民宿集群持续出彩、出圈，打造

富有文化内涵、风情特色、深度体验的“磐
安山居”，已成为磐安乡村旅游新的亮点。
坐落在风景中的一栋栋民宿，催生了“美丽
经济”，也展现着乡村旅游的勃勃生机。

全域雕刻 多元整合
破解乡村旅游的“流量密码”

如何走好“微改造、精提升”的提质路
径？磐安用全域旅游的视角，聚焦细微之
处，通过节点打造提升景观风貌，做精乡
村旅游，让游客获得新鲜感与归属感，增
强游客游览与度假的精致体验，从“逗留”
到“宿留”。

慢品人间烟火色，闲观万事岁月长。
走进乌石村，与江南白墙古建筑截然不同
的是，这边一间间房屋由黑色火山石堆砌
而成。整个村庄建在 500 多米海拔的山
上，山下的金黄梯田尽收眼底。

作为金华地区“规模最大、年接待游
客人数最多、营业收入最高、规范管理最
早”的农家乐集聚村，乌石村也是最早一
批农家乐的领头羊，通过改造提升，整个
乡村不断提质升级，满足新消费、新市场
的需要。入口处的乌石驿站改造工程正
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内设咖啡吧、“磐安
心意”展示区、“图书馆+”融合区等，是一
个综合性的主客共享空间。去年，围绕乡
村沿线风貌，乌石村增设了景观栈道，全
长约 300 米，坐拥“空中小村”的绝佳视野
纵览美景。

以高质量发展乡村旅游为导向，磐安
以发展民宿为手段，让家家户户吃上“旅
游饭”。乡村民宿经济如何突破“单程”流
量桎梏，形成客户黏度？磐安通过盘活闲
置资源、引进各类业态、串联精品线路与
开展系列活动，深度挖掘文旅产品的高附
加值，以“微改造、精提升”为抓手，激发乡
村旅游的正向内生循环。

比如，湖上村通过盘活闲置农房，书
吧、咖啡吧、茶吧等业态相继入驻。湖的
一周修建了休闲长廊，供游客垂钓、露营、
打太极。每年7月中旬在“荷花谷”举办湖
上村荷花节，并依托荷花节，推广磐安小
吃，发掘荷花文旅价值。

横路村盘活山水资源和闲置农房，开
发水下孔景区，相继引入九间天民宿、“地
心引力”酒吧等一批新型业态，老街区焕
发新活力，乡村休闲旅游风生水起。

乌石村将原先村里的老学堂改建为
“乡愁记忆”磐安非遗文化展示厅，旧小学
改造成了乌石书院，紧扣乌石元素，以点
带面，促进整村发展。

磐安用与时俱进的改造手段，将增强

客流黏度成为深入推进乡村振兴、打造民
宿“破圈”的密码之一，延长游客逗留时
间。同时，磐安坚持“景助村富、村助景
兴”理念，改造提升 3A 级以上景区 14 个，
创建景区村 163 个，以景区发展带动村民
致富，“景村融合”案例入选 2022 世界旅
游联盟——旅游助力乡村振兴案例。

纵深推进 非遗传承
解锁深度融合的“场景密码”

今年，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浙江省
文 旅 深 度 融 合 工 程 实 施 方 案（2023—
2027 年）》，对“诗和远方”的浙江答卷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磐安利用新时代的文
旅深度融合表达方式，聚焦文化铸魂，通
过对非遗场馆、文博场馆等的“微改造、精
提升”，立足打造“小环境”，讲好磐安故
事，保持强劲文旅融合活跃度。

玉山古茶场（茶文化博物馆）是磐安
茶文化的历史见证，是国内现存唯一的
集古代制茶、售茶管理和茶文化内涵为
一体的古代市场多功能性建筑，被称为
茶文化“活化石”。在“微改造、精提升”
工作中，通过对场馆展陈硬件和外围道
路基础设施的升级，打开了周边村庄文
旅融合的新图景。伴着追溯历史的文脉
游线，“茶之境”“茶之史”和“茶之事”是
茶文化博物馆展厅的 3 个单元，分别体现
磐安种茶、制茶、饮茶的悠久历史。经过
一系列的优化提升，馆内数字化声光电
设备全新升级，磐安“云峰茶”制作技艺
一览无余；“镇馆之宝”三方古碑前的隔
离玻璃换成了栅栏，供游客们“面对面”
探真容。每一处细节提升，都是为了让
游客有更好的体验。

以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磐安深入实
施文化基因解码工程，着力推进非遗、文
物活化，不断擦亮磐安文旅“金名片”。以

“赶茶场”为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传统制
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项目，被联合国科
教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作名录。非遗主题旅游线路“悠悠古韵、
品味茶香”入选首批省级非遗工坊培育名
单。

下一步，磐安将继续以“微改造、精提
升”作为构建文旅新发展格局的抓手走深
走实，同时，以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县创建
为重要载体，为全省文旅深度融合高质量
发展、推进共同富裕激发动能，为助推“两
个先行”注入源源不断的磐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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