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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旅融合赋能乡村全面振兴——以兰溪市游埠镇为例
季易楠

中共兰溪市委党校，浙江省兰溪市，321100；

摘要：随着当前我国乡村振兴工作的逐渐深入，想要实现全面乡村振兴，除了要加强对乡村地区的扶持，充分发

挥乡村区位优势、文化优势，依靠文旅融合的方式促进产业发展、扩大乡村影响力，是满足乡村地区可持续发展

的关键措施。文旅融合最大的优势在于能够突出经济循环的作用，以确保发达地区的群众能够被乡村地区独特的

文化和风景吸引，并带动乡村其他产业发展，以此实现乡村振兴以及共同富裕的目标。基于此，本文分析了文旅

融合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价值，并且提出了文旅融合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原则和落实措施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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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融合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是在推动乡村振兴的

过程中，将乡村丰富的文化资源与旅游产业有机结合，

通过开发特色文旅项目、挖掘文化内涵等措施，起到吸

引旅游、促进消费以及盘活乡村产业的作用。而想要满

足乡村全面振兴的需求，在促进文旅融合的过程中，各

地既需要充分发挥当地的文旅价值，还需要做好组织开

发工作，以此增强当地文旅的吸引力，为促进乡村全面

发展打好坚实的基础。

1 文旅融合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价值

在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过程中，文旅融合既能够盘

活乡村产业，也能为乡村产业发展带来重要帮助，因此，

在推动文旅融合的过程中，各地需要准确把握文旅融合

的如下价值，才能让文旅融合的特点和优势得到充分发

挥。

1.1 文旅资源促进乡村文化和产业振兴

文旅融合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价值在于对文

旅资源的深度开发，以此促进乡村文化和乡村产业的双

重振兴。对于乡村发展来说，文旅资源是促进乡村文化

振兴的重要载体，通过对历史文化、民俗传统、非物质

文化遗产等资源的挖掘，既能够激发乡村群众的文化自

信，也能促进文化传递，并形成独特的文化品牌，以此

促进文化振兴。而在产业振兴方面，通过文旅产业发展，

能够带动生态旅游、农业观光、民宿经济、文创产品等

新的旅游业态，以此起到拓宽收入来源，提升经济效益

的效果，同时还能让当地产业得到创新发展
[1]
。

1.2 文旅空间优化促进乡村生态振兴

文旅融合还能通过文旅空间优化实现乡村生态振

兴，通过科学规划与设计，文旅空间优化能够有效整合

乡村自然资源与文化资源，构建生态友好型旅游环境，

推动乡村生态系统的保护与修复。比如在空间布局方面，

文旅部门可以通过生态廊道与景观节点的建设，以及对

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的保护，减少人为活动对自然

环境的干扰，提升乡村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同时，文旅空间优化还能通过绿色建筑、低碳交通等生

态技术，降低旅游活动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促进资源的

高效利用与循环再生，为推广绿色生态旅游打好坚实的

基础。

2 文旅融合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原则

在通过文旅融合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过程中，各地

必须要结合乡村全面振兴的需求，坚守文旅融合的原则，

确保既能够突出文旅融合的特点，也要避免文旅融合不

恰当、发展不全面而导致同质化严重、持续性不足等问

题。

2.1 坚持因地制宜原则

坚持因地制宜原则是发挥文旅融合优势的核心原

则，推动乡村文旅发展的过程中，文旅部门必须要充分

尊重和利用当地的自然条件、文化资源、历史传统以及

社会经济基础，避免盲目模仿或照搬其他地区的模式，

确保乡村文旅产业发展的可持续性和独特性。在保障因

地制宜原则时，当地文旅部门需要深度分析乡村自然环

境和景观，以及当地的文化与民俗资源，从景区建设、

民俗活动组织、非遗传承传播等方式，赋予乡村文旅独

特的文化魅力，以此满足游客对于乡村文旅的需求
[2]
。

2.2 坚持多产业协同发展原则

推动乡村文旅振兴还需要坚持产业协同发展原则，

文旅产业不能单一发展，而是要与农村特色产业，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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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手工业、服务业等方面进行深度融合，形成相互

促进、协同发展的格局，以此满足不同农民群众的需求，

同时也能推动乡村经济的多元化发展。比如通过发展农

业观光、农事体验、农产品采摘等项目可以增加当地农

产品的附加值，通过开发文创产品、手工艺品制作体验

等能促进农村手工艺产业发展，而像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作品、演出也能促进农村文化艺术产业发展，以此起到

促进乡村多元化发展的效果。

2.3 坚持符合文旅市场需求原则

坚持符合文旅市场发展需求的原则也应当得到重

视，该原则强调以市场和游客的需求为导向，在发展农

村文旅产业时，需要利用互联网准确把握游客的需求变

化，以此打造独特的文旅产品与活动，以此减少同质化

问题。比如当地文旅部门可以挖掘当地传统节庆文化，

组织节日活动，在节日临近时利用互联网进行宣传，吸

引更多游客参与到当地节日活动当中。同时，当地还可

以针对不同年龄层、消费能力和兴趣爱好的游客群体，

设计多样化的文旅产品，比如亲子游、研学游、康养游

等，以此起到扩大市场覆盖面的作用
[3]
。

3 文旅融合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措施

除了要坚守文旅融合的原则外，在促进乡村全面振

兴的过程中，各地区还需要制定完善的文旅融合措施，

确保能够以文旅建设为基础，配合多元化的发展模式，

为打造长远的文旅体系提供重要帮助。

3.1 深度挖掘乡土文化打造特色活动和项目

深度挖掘乡土文化是保障文旅融合独特性的关键

措施，为了能够打造独一无二的乡村旅游活动和项目，

乡村地区需要深入挖掘乡村的民俗文化，梳理本地传统

节日、民间故事、歌谣传说等元素，并利用热闹的民宿

项目和活动吸引游客参与。为此，各地区需要做好民俗

文化、传统技艺、传统娱乐方式和民俗民族节日调查工

作，并且对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整理，进而开发为

独特的表演项目、体验活动以及节庆活动，以此加强对

游客的吸引力。

以兰溪市游埠镇为例，在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中，当

地形成了一套以“早茶文化”为核心、多元业态协同发

展的创新模式。游埠镇作为浙江省四大千年古镇之一，

靠着“钱塘江上游第一埠”的历史底蕴，将传统商埠文

化、摄影艺术与地方美食深度融合，构建了“文化+旅

游+产业”的全链条发展格局。在落实的过程中，当地

首先以“江南第一早茶街”为核心，并通过复原早茶街

风貌、改良传统小吃等措施，以及开展长桌宴、游埠妈

妈汤圆赛等活动，将饮食文化转化为体验式旅游产品，

数据表明，当地 2023年早茶街商户营业额较 2021年增

长 4倍，新增餐饮店 56 家，带动非遗手工艺品销售收

入突破 200 万元。同时，当地还围绕摄影文化打造了摄

影文旅产业，作为近代摄影大师郎静山的故里，游埠镇

引入电影艺术馆、古董相机博物馆、人像写真馆等项目，

并积极举办摄影艺术展及赛事，将摄影元素融入古镇景

观设计，吸引摄影爱好者及年轻游客参与其中。与此同

时，当地还通过“摄影+早茶”双 IP联动，并引入咖啡

吧、民宿、读书吧等现代产业，让当地古建筑、老宅子

焕发新生，形成“烟火气”与“文化魂”共生的文旅场

景。除此之外，当地还注重节庆活动与常态化体验结合，

比如在春节期间推出舞狮、水上婚礼等民俗表演，2025

年春节前三天客流量超 16 万人次，满足了游客节庆出

游的需求。

3.2 结合文旅市场需求改造自然风光

除了要推动人文旅游，依靠乡村地区的自然风光打

造自然旅游风景区也应当得到重视，虽然很多农村地区

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不过由于开发力度较弱，虽然部

分游客会自驾去乡村感受自然风光，但是很难形成规模

化的旅游产业。为此，当地必须要整理当地独特的自然

风貌和景观，并且对自然景观进行改造，比如修建道路、

完善服务功能、增加参观的便捷性等，让更多游客能够

被当地优秀的自然景观吸引
[4]
。

比如在兰溪市游埠镇对自然景观开发的过程中，充

分利用其水乡特色，对游埠溪及周边水系进行了综合治

理和景观提升，当地通过清理河道、修复堤岸、种植水

生植物等措施，不仅改善了水质，而且营造了水清岸绿

的生态景观，同时当地还利用 5G技术和裸眼 3D技术，

打造了“烟火游埠”主题水影灯光秀项目，将现代化的

光影技术与自然水景相结合，吸引了大量游客参观。同

时，游埠镇还将自然风光与休闲旅游相结合，在古镇周

边建设了生态农业采摘基地和生态民宿产业集群，游客

既能够感受当地独特的田园风光，同时还能参与到农耕

体验和蔬果采摘活动当中，引导当地农业也实现了转型

升级。除此之外，游埠镇对周边山地也进行了生态修复

与景观塑造工作，尤其针对一些因过度开发而受损的山

体，当地文旅部门进行了植被补种与护坡加固，选用本

土的松柏、翠竹等耐旱且适应性强的树种，逐步恢复山

体的绿色植被覆盖，同时还打造了登山步道，为登山爱

好者提供了良好的体验。

3.3 完善文旅基础设施建设

完善文旅基础设施能够让来自各地的游客感到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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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毕竟乡村旅游景点面临公共交通不便捷、基础设施

不完善等问题，成为了干预游客选择的重要因素，而想

要解决这一问题，在发展乡村文旅时，必须要结合当地

薄弱点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让游客能够得到更暖心、更

便捷的出行体验
[5]
。

比如在兰溪市游埠镇发展文旅产业的过程中，为解

决游客出行难题，当地积极与上级交通部门沟通协调，

争取公交线路延伸至游埠镇，增设了多条从市区直达游

埠镇主要景区及旅游点的公交线路，缩短了游客的出行

时间。而且当地在积极拓宽和修缮连接镇域内各景点的

道路，将原本狭窄、破旧的乡间小道扩宽为可双向通车

的柏油路，道路两旁增设了防护栏和路灯，为满足游客

自驾游需求打好了坚实的基础。在游客服务设施建设方

面，游埠镇在镇中心及主要景区入口处新建了功能齐全

的游客服务中心，服务中心配备了先进的多媒体查询设

备，游客能够利用设备方便查询景点分布、旅游线路、

餐饮住宿等信息，而且中心内还设有休息区，为游客提

供免费的饮用水、充电设备以及轮椅、雨伞等便民物品

租赁服务，充分满足游客在旅途中的各类需求。在旅游

标识方面，游埠镇在镇域主要道路、景区入口及内部景

点设置了清晰、规范且具有特色的标识牌，采用与古镇

风格相融合的木质材料打造，标识牌上不仅标注了景点

名称、方向和距离，还配有中、英、日、韩四国语言介

绍，为来自不同地区、国家游客提供了更多便利。除此

之外，在旅游配套设施建设方面，游埠镇在景区周边和

游客集中区域新建和改造了多个生态停车场，合理规划

停车位，并用植草砖铺设地面，增加绿化面积，既满足

游客停车需求，又可以减少对环境的破坏。

3.4 打造文旅品牌并扩大宣传范围

品牌建设和宣传是扩大乡村文旅影响力的重要途

径，为了能够让更多人了解乡村文旅魅力，并积极参与

其中。基于此，当地文旅产业可以从乡村独特的历史遗

迹、传统民俗、特色美食、自然风光等方面入手，明确

品牌定位，并且精心设计富有乡村韵味、独具辨识度的

品牌标识，比如设计品牌形象和标志，或者宣传品牌故

事等，将乡村的发展历程、人文情怀融入其中，让游客

对乡村文旅产生情感联结。而在宣传方面，当地文旅部

门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短视频等途径进行宣传，依靠

互联网渠道展示乡村的田园生活、特色美食制作、民俗

表演等内容，或者发布乡村四季风光、民俗节庆预告、

游玩攻略等信息，以此吸引更多游客加入。

兰溪市游埠镇文旅在品牌建设方面，打造了“早茶

+摄影”双 IP驱动的品牌体系，在发扬早茶文化时还衍

生出文创雪糕、古镇冰箱贴、折扇等文化产品，同时也

举办了“郎静山杯”全国摄影大赛、海峡两岸摄影周等

活动，以及“一溪两街三坊四馆”的摄影主题场景，为

突出当地独特文化建设了独特的品牌。而在宣传方面，

当地借力央视、省级媒体扩大声量，比如在央视播放早

茶文化 11分钟专题片，而且当地文旅 IP宣传片在杭州

核心商圈大屏循环播放，结合“兰溪日子·有戏有味”

省级文旅 IP，形成了品牌联动效应。同时，当地还积极

通过新媒体进行传播，比如邀请新东方文旅等头部主播

进行古镇直播，单场观看超500 万人次，并在抖音、快

手等平台发布早茶制作、民俗表演等内容，策划“游埠

烟火”“镜头里的乡愁”等系列短视频，以沉浸式体验

吸引了许多年轻群体，为扩大当地文旅影响力打好了坚

实的基础。

4 结语

总的来说，为了能够充分发挥文旅融合的优势，在

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过程中，各地必须要坚持以因地制

宜、协同发展、可持续发展等原则为基础，配合乡土文

化挖掘、自然风光改造、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宣传范围

等措施，确保能够打造既符合市场需求，也可以调动当

地产业健康发展的文旅体系，以此满足实现乡村振兴、

促进村民致富、扩大对游客的吸引力等多方面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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