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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促共富的时代答卷里文旅促共富的时代答卷里，，乡村旅游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重要篇章乡村旅游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重要篇章。。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双轮驱动双轮驱动””的的

新战略下新战略下，，乡村全面振兴和共同富裕离不开乡村旅游的高质量发展乡村全面振兴和共同富裕离不开乡村旅游的高质量发展。。浙江省更是谋划制定乡村旅游浙江省更是谋划制定乡村旅游““五创五创””行行

动动，，进一步擦亮进一步擦亮““乡村旅游看浙江乡村旅游看浙江””的金名片的金名片。。

循着这样的发展思路循着这样的发展思路，，宁波市镇海区委宁波市镇海区委、、区政府发布区政府发布《《镇海区加快建设品质文化之城实施方案镇海区加快建设品质文化之城实施方案（（20222022——

20262026年年）》，）》，提出打造精神品格鲜明提出打造精神品格鲜明、、人文品韵十足人文品韵十足、、生活品位多元的文化之城的总体目标生活品位多元的文化之城的总体目标。。深入实施深入实施““万户农家万户农家

旅游致富计划旅游致富计划”，”，推进乡村文旅推进乡村文旅““共富工坊共富工坊””建设建设，，以文旅之力赋能民富以文旅之力赋能民富、、村强村强、、人和人和。。

乡村旅游逐渐成为镇海旅游经济新的增长点乡村旅游逐渐成为镇海旅游经济新的增长点。。据不完全统计据不完全统计，，镇海区乡村旅游镇海区乡村旅游 20222022 年共接待游客年共接待游客 7777..5454

万人次万人次，，同比增长同比增长 2020..9191%%，，实现乡村旅游经营总收入实现乡村旅游经营总收入 33..9494 亿元亿元，，同比增长同比增长 66..8888%%。。镇海区实体村庄景区化率镇海区实体村庄景区化率

接近接近9090%%，，成功创建省市级各类休闲旅游基地成功创建省市级各类休闲旅游基地2121家家、、农旅融合式共富工坊农旅融合式共富工坊1313家家。。

其中其中，“，“翠屏山中央公园东门户建设翠屏山中央公园东门户建设””作为全区加快建设品质文化之城的重要战略作为全区加快建设品质文化之城的重要战略，，彰显了海天雄镇彰显了海天雄镇、、浙东门浙东门

户的底蕴和风格户的底蕴和风格，，成为滨海宁波成为滨海宁波、、活力浙江活力浙江、、美丽中国的重要窗口美丽中国的重要窗口。。

九龙湖镇则以九龙湖镇则以““11个核心景区个核心景区+N+N个特色景区村个特色景区村””为乡村旅游大框架为乡村旅游大框架，，做好农文旅深度融合的文章做好农文旅深度融合的文章，，持续优化持续优化

产品结构产品结构，，探索乡村旅游发展共同体探索乡村旅游发展共同体，，全力做活乡村旅游圈全力做活乡村旅游圈，，富民成效显著富民成效显著。。据统计据统计，，今年九龙湖村乡村旅游就今年九龙湖村乡村旅游就

业人数达到业人数达到 332332 人人，，占全村就业人数的占全村就业人数的 4949..66%%，，人均月增收人均月增收 20002000 余元余元，，农家乐年收入增加农家乐年收入增加 10001000 余万元余万元，，有效有效

推动城乡共融推动城乡共融、、美美与共美美与共，，为乡村文旅促共富提供了为乡村文旅促共富提供了““镇海解法镇海解法”，”，跑出镇海乡旅共富加速度跑出镇海乡旅共富加速度。。

据悉据悉，，九龙湖村被评定为九龙湖村被评定为 20232023 年度宁波市乡村旅游共同富裕示范村年度宁波市乡村旅游共同富裕示范村，，九龙湖镇成功列入宁波市乡村旅游九龙湖镇成功列入宁波市乡村旅游

共同富裕示范区创建单位名单共同富裕示范区创建单位名单。。

在九龙湖在九龙湖，，寻找乡村文旅促共富的寻找乡村文旅促共富的““镇海解法镇海解法””
陈潇奕陈潇奕 杨剑侠杨剑侠 黄卓铖黄卓铖

解法1：“创新的变量”
业态更新，重塑乡村旅游吸引物

目光聚焦到镇海，九龙湖镇紧紧围
绕“一个核心景区+N 个特色景区村”，
充分盘活全域村镇资源，推动精品化打
造、集聚化发展，共同构造出“星月同
辉”的新格局。

核心景区——九龙湖景区以“慢生
活、亲山水、品文化”为主题，以创新不
断赋能景区迭代升级，从主营业务到产
品设计再到运营细节，持续精进，屡屡
破圈，从“网红”走向了“长红”的新进
程。

“景区想要‘旺丁又旺财’，必须构
建新的消费场景,这些新的场景才是
游客心甘情愿购买旅游产品以及服务
的关键。为此，九龙湖景区不断引入
深受游客喜欢的新业态、新场景，让景
区焕发新的活力。”镇海区文化和广电
旅游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说。

比如，湖心岛（猴岛）穿越时空项目
更新片库，引进了三部新电影，以期给
受众带来新体验；完善游船线路，让九
龙湖山水特色四季可感；启动梦幻乐
园，升级七彩滑道、跑跑卡丁车等项目，
借助体育节庆赛事燃爆全场；新增一条
夜游观光线路，融入民俗文化等元素，
举办 游 园 会 、市 集 ，主 打 一 个 氛 围
感⋯⋯不仅如此，九龙湖景区还在今年
端午假期首次推出文创冰淇淋等产品，
让老游客有新鲜感，新游客有惊艳感。

最近，该景区又在“鼓捣”潮流时尚
的新周边——套色印章，一幅图案按不
同颜色和形状被“拆解”到不同的印章
上，需要按顺序多次盖章，才能获得一
张九龙湖元素满满的完整图案。

核心景区的不断升温，为乡村旅游
导入了“流量”和“资金流”，更多自带流
量属性的文旅项目纷纷落地周边，自助
茶室、主题民宿、露营基地等业态蓬勃
发展。

在距离景区约 10 分钟车程的一处
湖畔绿地，珞桐艺术帐篷营地选址于
此。行走在营地，印有“来撒欢吧”“星
星在等你”等字样的帆布条在风中舞
蹈，空气中洋溢着自由浪漫的气息。营
地还配备了卡式炉、烧烤架、无炭烧烤、
湖畔下午茶等设施设备，自今年 3 月营
业 以 来 ，周 末 的 入 住 率 几 乎 都 是
100%。

九龙湖镇相关负责人介绍道：“帐
篷营地与附近的香山寺、横溪自然村农
家乐、九龙湖景区串点成线、互相烘托，
进一步释放了九龙湖之美。如今，九龙
湖与帐篷营地互相借力，知名度双双提
升了一个层次。”

依旧是乡村这个大场景，九龙湖以
创新的思路、创新的玩法、创新的业态
将美丽生态环境“变现”，转化为美丽经
济发展新动能，点滴之间，悄然改变着
这一方山水。

解法2：“系统的优化”
微改精提，点亮乡村旅居新生活

近年来,在旅游业“微改造、精提
升”工作的引领下,九龙湖镇以“主客共
享”视角、以“绣花功夫”精细描画全域
美丽、诗画江南的乡村风貌，通过完善

基础设施建设、打造美丽公共空间，共
建共享和美乡村。

投资300万元，打通横溪最后一段
断头路，完成景区村庄环境提升；投资
250 万元，建设地肤公园，为精特亮特
色线路增彩⋯⋯在一个个大手笔投入
下，横溪村正焕发出新的生机。

其中，横溪特色街区项目是镇海区
“精特亮”工程项目之一,以唐韵雅意、
龙脉仙承为主题特色,通过修筑村道、
拓宽河道、改造村舍、新建堤岸和护栏,
提升沿溪两岸的绿化景观，同时用艺术
的手法对主要街巷进行整治、商铺升级
提升以及公共节点打造等，让古朴的建
筑与现代的艺术创意相映成趣，实现传
统与现代融合。

横溪自然村特色街区的“焕颜重
生”，有效带动沿线村民开设咖啡馆、农
家乐、民宿、茶馆、花卉店等创效增收，
也让乡村旅游增添亮点。

走进“又见山”民宿小院，主人家正
拿着油漆刷涂抹围栏，一旁还有他亲手
垒出来的土灶、假山等景观。

民宿主人介绍道：“民宿也要不断
自我升级，眼下流行围炉煮茶、中国写
意帷帐等微景观，所以我就自己动手，
从美丽庭院做起，一点点营造氛围，给
自己的民宿加加分。”

微改精提是一场全系统、全方位的
自我校对、自我提升。“哪里存在不足，哪
里就有提升空间”，九龙湖镇精雕细琢，
增点扩面，将工作视野投向乡村振兴的
更广领域，以文旅融合、“以文为魂”的改
造提升理念，塑造乡村风貌新气质。

汶溪历史文化馆，原址是一个废弃
的小学，而今通过乡愁记忆的提炼与展
示焕发新的生命力，成为镇海区第一个
落成的乡村博物馆。

以文化为牵引，以环境改造、主体
引入、业态植入等为驱动，“微改造、精
提升”在提高乡村生活品质过程中，也
为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新动能。

解法3：“共富的推手”
模式创造，设立农旅融合式共富工坊

如何将乡村文旅融合发展的红利
惠及到更广人群，“做大蛋糕”的同时更
好地“分好蛋糕”？

“欢迎来到我们最美九龙湖的直播
间！今天，我们请到了农家乐代表为大
家介绍横溪‘九大碗’，带大家看横溪看
美丽风光，品尝特色美食⋯⋯”一场

“色、香、味”俱全的助农共富“带货”直
播在九龙湖村信息传播中心火热开播。

去年，“横溪农家乐共富工坊”设
立，并建设信息传播中心，专门为周边
农家乐和农户开设直播活动，让“直播
展示”“直播带货”成为农家乐对外宣
传的新途径，成功打造了横溪“九大
碗”农家乐品牌和非遗“神仙烧鸡”金
字招牌，带动了70余名村民实现“家门
口就业”，人均月增收 2000 余元，工坊
今年被评为宁波市示范共富工坊、宁
波市农旅融合式“共富工坊”十佳优秀
案例。

山货出山，村民就业，山村出名。做
大乡村致富场景，九龙湖镇处处涌动活
力生机，高质量激活乡村旅游致富全链

条。相较于城市，乡村拥有自己发展文
旅的优势和特色。为此，九龙湖镇深挖
潜力，积极盘活乡村闲置资源，先后吸引
横溪原舍度假民宿、珞桐艺术帐篷营地、
孟家小院等高端项目落地，一方面让村
民和村集体经济增收，另一方面引入高
端产业，为村庄旅游建设添砖加瓦。

在鱼米乡农场，我们看到了多元
共建共享共创的和美画卷。“这是我们
的团宠——小白，在社交媒体给小白
狗特别开了一个账号，记录了它从小
不点长大的全过程，现在很多来这里
的小朋友，进来的第一句话就是问，小
白呢？小白在哪里？”鱼米乡农场负责
人说道。

据悉，鱼米乡农场以研学活动为特
色亮点，充分挖掘稻作农耕、鱼山遗址、
乡村美学、红色基因等文化资源，打造
具有特色的亲子教育实践基地。

鱼米乡运营团队是返乡创业者，他
们通过租赁村里的闲置空间反哺村集
体经济，并且聘请村民参加农场的常态
化运营管理，拓宽他们的增收渠道。

立足实际需求，九龙湖镇各村积极
探索构建“村集体+农户”“村集体+公
司+农户”、乡村旅游合作社、乡村旅游
股份制企业等多种利益均衡分配机制
和利益共享模式，构建村民、乡贤、返乡
青年和专业公司共同参与机制，从源头
激发乡村振兴的新活力，引领村民走上
从单一“田间种植”到多元“山水就业”
的致富之路。

（（图片由镇海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图片由镇海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
局提供局提供））

九龙湖景区九龙湖景区

横溪全景横溪全景横溪全景

一座印纹陶博物馆，再次点亮杭州市萧山区璀璨文旅IP群落。

12月4日，茅湾里印纹陶博物馆在萧山区进化镇正式开馆。印纹硬陶

作为陶向瓷跃升的关键阶段，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在中国的文化坐标系中，瓷器不仅是让世界认识中国的一个重要名词，更

是中华现代文明矗立在世界文明之林中的一个重要标志。

萧山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作为中国瓷器发源地之一，8000 年

前的跨湖桥先民已经创造了发达的陶器文化，这里发现了目前国内最早的

印纹陶标本。考证发现，以茅湾里窑址为代表，在浦阳江流域分布着20余

处印纹硬陶和原始瓷窑址，与此后的越窑青瓷、南宋官窑瓷等文化交相辉

映，汇聚成萧山灿烂而独特的陶瓷文化品牌。

如果对于萧山的印象还停留在工业大区、经济强区，而忽视其文旅价

值，那么从印纹陶博物馆起，是时候重新认识萧山文化对于“活力浙江、诗

画江南”的重要价值了。

厚植八千年文脉，萧山体系化打造后亚运时代文旅IP群落

点亮杭州南岸文旅版图
郑 宸

厚植八千年文脉，萧山体系化打造后亚运时代文旅IP群落

点亮杭州南岸文旅版图点亮杭州南岸文旅版图
郑 宸

从古到今
见证八千年文明史
旅行圈内，有一句话流传甚广：要

了解一座城市，一定要先去当地的博物
馆。在一些资深旅友看来，博物馆里往
往能找寻到城市发展的脉络。

在浙江的博物馆集群中，萧山是一
处独特的存在。

“萧山的博物馆建设有一个鲜明的
特点，便是体系完全。”在萧山区文化和
广电旅游体育局相关负责人看来，这一
体系的深度、广度与跨度，记录下萧山
所能代表杭州、代表浙江的一处处文化

里程碑。
萧山博物馆推出的“盛世永兴——

萧山历史文化陈列”便充分体现了这一
理念。以“潮”文化为主线，该展览串联
起“曙光现”“窑烟起”“江河治”“人文
兴”“薪火传”“潮头立”六大主题，展现
了历史长河中萧山涌现出来的古越文
化、运河文化、湘湖文化、革命文化以及
钱塘江文化等五大文化亮点。

如此健全的区域文化体系，放在全
国来看都具有稀缺性。

作为浙江文明起源地之一的跨湖
桥遗址，代表了早期的山地文化向平原
文化发展。古跨湖桥先民沿江而下，带
着已经萌芽的农业文明，来到更适宜人

类生存的河口地带，在距今 8000 年之
际迅速繁荣发展起来，创造出一种具有
地域特色的史前文化。而这一文化，也
让杭州一跃成为中华早期文明的发源
地之一，在中华文明史上熠熠生辉。

钱塘江文化则是萧山另一代表作。
不同于代表历史与过往的跨湖桥文化，
钱塘江文化所代表的，是萧山以引江归
流、围海造田的围垦精神让城市发展空
间得以拓展、发展能级得以跃升，以一己
之力开辟“钱塘江时代”的崭新篇章。

这种稀缺性，凸显了萧山文旅之于
杭州、之于浙江的独特价值。

拓展宽度
点亮具萧山辨识度文化IP

如果说，八千年的跨湖桥文化以其
厚重的历史人文底蕴，让世界看到萧山
文脉扎根之深、落笔之重；那么，萧山广
袤的乡野山川则在拓宽萧山文旅“磁
场”的同时，点亮具有萧山辨识度的文
化IP。

的确，乡村是赓续文脉的沃土。这
一点，萧山尤为明白。

1000 多年前，当贺知章回到萧山，
遇见在路边嬉戏打闹的儿童，写下了

“少小离家老大回”这样的句子。
40年前，流传在萧山瓜沥的民风民

俗，为作家李杭育提供了养分。以瓜沥
为真实原型，李杭育创作的《沙灶遗风》
成为寻根文学、乡土文学的经典代表作。

如何留住乡俗、乡愁，激发乡村文
化活力？打造乡土博物馆，形成城乡联
动的一体化博物馆体系，是萧山给出的
答案。

以名人故居为载体，丰富乡村博物
馆内涵。进化是萧山籍历史名人较为
集中的乡镇，通过对葛云飞故居、汤寿
潜故居的保护修缮，这两处名人故居成
为进化乡村博物馆的重要组成部分。

提炼本土历史，为乡村博物馆塑
魂。近年来，萧山区积极与高校、文博
机构、文史专家、名人后代取得联系，立
足本土文化，对于萧山籍名人的历史地
位与精神价值进行系统研究，为乡村注
入文化内涵。

以“展馆经济”助推乡村振兴。文
化与旅游是乡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来源，
近年来，萧山区通过打造一系列文化场

馆，初步形成了名人故居纪念馆、乡村
历史文化展陈室、乡间非遗展示馆、民
间博物馆、乡村研学基地等为代表的乡
村博物馆集群。

立足博物馆集群优势，萧山进一步
串联起博物馆与辖区内的景点，打造多
条特色旅游线路，开发“文旅红”数字化
平台，线上线下同步发力，吸引大量游
客前来参观，也带动了周边经济的发
展。不仅如此，萧山还创新推出“乡村
博物馆+研学旅行”模式，打造三条红
色研学线路、宋韵欢潭研学基地、萧山

“农耕农趣”研学基地等，展示地方特色
历史文化遗产、讲好萧山乡村故事、助
力乡村振兴。

“赛”“会”之城
撑开世界级文旅新场景

后亚运时代，“赛”“会”之城对于萧山
纵深推进世界级文旅场景而言，无疑是最
大的利好。要借势登高，打造世界级文旅
IP和顶级“赛”“会”之城，更需要借助博物
馆体系化推进以文润城、以旅兴城。

重塑萧山文化形象。坦率地说，在

工业大区、经济强区的主名片遮蔽下，
萧山的文化形象并不鲜明。要从“破
圈”到“出圈”，萧山将进一步统筹推进
浙东运河复兴、人文 IP 打造、网红街区
建设、文化空间提升等举措，让传统文
化与现代技术相交融，勾勒出数字与现
实相呼应的全新文旅格局。

打造世界级文旅 IP。梳理萧山的
文旅“家底”，不难发现，坐拥湘湖、亚运
场馆、G20杭州峰会主会场等多张世界
级金名片，萧山的文旅本底并不单薄，
甚至可以称得上实力雄厚。如何打好
手上的牌，实现从“吸睛”到“吸金”？

唱响新时代的“西湘记”是关键。后
亚运时代，随着杭州第19届亚运会开闭
幕式演出项目以及道具、主火炬等相关亚
运资源永久落户湘湖，揭开了“天下从此
识湘湖”的序幕。同时，依托世界旅游博
览馆、浙江省油画院、高帆摄影艺术馆、美
院湘湖校区等持续性开展主题艺术展，萧
山着力打造文化艺术群落和艺术景观。
在建设“人文景观湖”的同时打造“产业生
态圈”，形成世界级科创湖区品牌，提升新
时代“西湘记”的广度与深度。

借亚运东风，萧山还将打造“旅
游+”潮业态。通过“直播+文旅”“电
竞+文旅”“演唱会+文旅”等新锐产业
业态，焕发区域活力。比如，在南片乡
村引入并推出“亲宠系列”主题旅游线
路和主题活动，探索打造“宠物友好型
旅游目的地”与“亲宠主题酒店”；结合
乡村游，推出一批国风潮拍、民俗文化
沉浸式体验研学、乡村博物馆剧本杀
等主题线路。萧山正在变得更加“年
轻”。

面向未来，萧山已经定下目标：到
2025 年，国际赛会之城“核心区”品牌
初步形成；到2027年，文旅产业增加值
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进一步提升，国际
赛会之城“核心区”品牌逐步打响，世界
级旅游景区实现零突破，打造出一批具
有较高知名度和影响力的文旅体IP。

迈向世界级文旅强区之路，点亮钱
塘江南岸文化旅游版图。人间天堂，我
们将再识萧山。

（图片由杭州市萧山区文化和广电旅
游体育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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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载着八千年文明的跨湖桥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