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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子胭 李灏津 郑 杰

开化化

三月春风来，大龙山上绿意盎然，成片的茶园星罗棋布，嫩芽尖尖，很快，驰名中外的绿茶“开化龙顶”就要上市了。

开化龙顶上市不是一件小事。在当地，每当龙顶茶进入采摘季节，人流就开始热闹起来，游山玩水，观茶品茶，吃、住、旅、购、玩，龙顶茶的故事在游客中流

传，龙顶品牌在不知不觉中走向各地。

在开化，像龙顶茶这样有历史、有故事、有味道的品牌农产品有很多，聚焦特色文化产品促进文旅融合的谋划也很足。东风吹醒老梅枝，在“全民共建

干文旅”的火热氛围下，围绕促进全县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助推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建设，把文化旅游产业培育成全县重要支柱产业，当下的开化，

文旅融合已呈“春色满园关不住”的蓬勃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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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底气、新格局
文化赋能旅游提质破局

衢州有礼·根源开化——开化是个好
地方。

开化是钱塘江的源头，这里森林覆盖
率高达 80.9%，是长三角地区唯一的国家
公园体制试点，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使得
开化早在上世纪末就确定“生态立县”战
略，走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
色发展之路。

在这片 2200 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源头文化、红色文化、非遗文化等诸多文
化多元交织，积蓄形成生生不息的发展之

力。
茶香四溢的开化龙顶茶、巧

夺天工的开化根雕、洁白细腻
的开化纸、翠色欲滴的开化

瓷、色香味俱全的开化特
色美食，厚植文化根基的
开化特色产品享誉国内
外。

这些都是开化文旅
融合的天然资源，也是开

化文旅产业发展的底气所
在。近年来，开化在全国率

先以“多规合一”引导全域文
化旅游发展，率先打响“国家公

园”品牌，在全省率先试点文化和旅
游机构融合改革，2022 年推动创建国家
全域旅游示范区，以一流的旅游产业体
系、一流的市场体系和一流的服务体系，
提升旅游竞争力。

开化文旅发展新格局正在重塑。《开
化县文化、旅游和体育产业“十四五”发展
规划》，明确提出构建“一核（中心城区文
旅发展核）、两带（百里金溪画廊风光带和
杭新景高速文旅发展带）、四大片区（国家
公园生态休闲片区、创意农业旅游片区、
白石尖运动探险片区、南华山康体休闲片
区）”的文旅体发展空间，为文旅融合发展

提供丰厚的载体。
为驱动文旅产业迈向高质量发展，开

化特别实施十百千文旅融合提质行动、十
大文旅项目招商行动、百个景区酒店服务
提升行动等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十大行
动，以行动促落实、以落实促提升，以高质
量发展引领文旅产业实现对外强品牌、提
魅力、扩影响，对内造业态、优服务、促融
合的突破。

“开化文旅经济在浙江未必是最强
的，但绝对是最有特色的之一。”浙江文化
和旅游研究院首席专家毛水根说。

微改造、精提升
文化推动旅游升级发展

文化旅游产业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
活向往的幸福产业，也是支撑浙江未来发
展的万亿产业。近年来，文化旅游产业发
生了深刻变化，从观光旅游、休闲旅游到
文化体验旅游，文旅产业升级带动着文旅
业态的改造提升。

自 2021 年开始，开化以旅游业“微改
造、精提升”行动为契机，快速部署行动计
划，第一时间以“五精”工程为工作目标，

运用主体提升、艺术引领、三生融合、服务
优化、品牌浸润这5把“金钥匙”，重点对传
统景区、乡镇乡村、景区城、酒店、民宿等
旅游目的地、旅游接待场所进行改造提
升，打开开化县文旅全域高质量发展新局
面。

涓涓细流汇聚成河，马金溪水声潺
潺，水边芦苇、香蒲、三棱草和野生水草随
风荡漾，不远处群山环绕，草木葱茏，漫步
在游步道上，微风吹拂，柳枝随风摆动，与
清澈的溪水相映成趣。有着“中国最美乡

村”称号的开化县音坑乡下淤村
就坐落在这里。

村子里，白色不规则玻璃框架
改造成的风物集；通过黄绿相间的
方块造型，传递童心与童趣的魔方童
书馆；大面积玻璃装饰的向村霞州艺术
馆⋯⋯一处处富有特色的建筑与周围的
风景相映成趣。

借着旅游业“微改造、精提升”行动的
“绣花”功夫，下淤村以乡村文化和生态环
境为基础，修缮村内收储的土木结构的老
屋，进行“艺创小镇·乐活下淤”的艺宿乡
村建设。目前，下淤村引入了周相春等艺
术家，建有6处文创工作室，如艺术家会客
厅、魔方童书馆、向村霞州艺术馆、非遗小
铺、OPEN国际艺术空间、风物集等。

“是下淤秀美的乡村风景、淳朴的民
风打动了我，我愿意在这里付出时间、生
命。”周相春深情地说。作为“新乡人”，他
和陈进等艺术家入驻下淤，定期开展艺术
创作、产业孵化和美育培训。下淤村以艺
术馆打造的模式，让传统乡村呈现新的视
觉冲击力，同时丰富了旅游体验项目。

随着旅游业“微改造、精提升”行动的
逐步深入，业态融合已经是开化当下文旅
发展的重中之重。按照“突特色、促示范、
强品牌”的创建定位，开化将大力发展“旅
游+”“+旅游”，全面打响文旅融合特色品
牌，同时，紧跟文旅消费趋势，培育消费新
热点。比如，下淤村、高田坑村、密赛村等
乡村旅游休闲地创新旅游业态，将农耕、
诗画、红色、亲情等文化元素有机地融入
露营旅游中，满足游客乡村观光、休闲度
假等不同的消费需求。

振乡村、促创业
文化精绣旅游共富图景

作为开化重点产业，文旅产业发展质
量关系着全县社会经济发展成色，也关系
着全县居民收入水平。开化风景秀丽，乡
村众多，让文旅资源、美丽经济在乡村里

“落地生花”，与乡村田园美景相依相融，
和乡镇村落之间形成一种相辅相成、共生
共赢的关系，是开化地方政府的头等大
事。

开化县长虹乡高田坑村，曾以梨花节
出名，这里空气清新，到了夜晚，可以仰观
宇宙星河。虽然景色宜人，但是这个村也
是典型空心村，地形的原因让村里的人下
山极其不方便。

2021 年，开化县长虹乡政府与两山
集团合作，对高田坑的 44 栋农房进行重
点改造，利用当地独具一格的星空资源，
着力打造以“星空”为主题的高端民宿集
群。不仅如此，围绕观星 IP，还建设星空
摄影基地、星空剧场、星空屋顶、星空乐
园、星空画廊咖啡屋、邮政文创、艺术家驻
留工作室、徒手摘星馆、星空书屋、手工陶
艺馆等，全方位、多样化满足游客乡村旅

游体验。在村民的共同努力下，高田坑村
被打造成了一个集星空民宿群、餐饮、观
星体验、研学等旅游业态为一体的旅游特
色村。

“以前我们村子里什么设施都没有，
虽然景色很美，但是赚不了钱，越来越多
的人离开了这里。现在村子完全不一样
了，建设了这么多民宿和娱乐设施，村子
现在越来越热闹，看着大家都很喜欢这
里，我们的心里也特别高兴。”村民王大爷
说。

挖掘生态资源存量，推动生态资源资
产化，形成生态资源向经济价值转化的市
场机制，高田坑村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
绿色资源和绿色资产转化互促，可以为山
区居民增加收入来源、实现乡村振兴、走
向共同富裕。

乡村振兴离不开产业发展，农户致富
要依靠创业创新。山区县需要唤醒“沉睡
的资源”，充分挖掘生态环境和旅游文化
的潜在优势，生产高附加值的绿色产品，
实现自然资源的保值增值，探索出一条

“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生态富
民新路径。

作为钱江源，开化县大力发展开化龙
顶茶、山茶油、有机水稻、清水鱼、石斛等
山区特色种养业。同时，以“钱江源”区域
公用品牌建设为契机，推进农产品特色
化、精品化、品牌化，目前“钱江源”品牌已
囊括8大类80余款产品，产品平均溢价率
达到30%以上，实现了生态富民。开化还
创建了全国首个根文化主题旅游区，开发
生态旅游 IP，走出了一条“处处是风景，处
处可旅游，人人都参与，人人都受益”的全
域旅游发展之路。

在此基础上，开化县充分利用自身
优势发展山区特色农业，实施了“一亩土
茶园，万元惠茶农”“一口清水塘，万元卖
鱼钱”“户养十桶蜂，增收万元钱”“一亩
高粱地，净增万元钱”“一家农家乐，户均
万元钱”的“五个一万”增收计划，形成

“人人有事做，家家有收入”的新型个体
产业模式。

开化县委主要负责人表示，当前及未
来一段时间是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窗口期
和机遇期，开化将进一步理清思路、盘活
资源、创新举措，重点以国家全域旅游示
范区的创建冲刺为抓手和载体，推动文旅
产业高质量转型升级，推进“处处可旅游、
时时便旅游、行行加旅游、人人干旅游”的
美好图景加快成为现实。

下淤水岸 李益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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