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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旅游：因地制宜发展新产业新业态

乡村旅游，是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重要路径。2015年9月，国际乡村旅游大会在德清县举行，宣布湖州成为国
际乡村旅游大会永久会址并授牌。近年来，湖州乡村旅游朝着产业化、品牌化、市场化、国际化方向阔步前行，在全国乃
至国际的影响力和知名度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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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路实践

今年8月14日,位于吴兴区八里店
镇潞村的世界乡村旅游小镇客厅在改造
后对外开放,不少游客前来“打卡”。进入

“中国厅”，只见里面摆放着近百个国内知
名乡村旅游风景点的模型，娄底梯田、永定
土楼、洛阳白云山……点击按钮，各地的“村
旅故事”娓娓道来。

小村庄建起世界乡村旅游小镇客厅，还得
从7年前在湖州召开的一次国际大会说起。

2015年9月11日至12日，国际乡村旅游大
会在德清县举行。来自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亚
太旅游协会、国家旅游局等机构的200多位国内外
乡村旅游“大咖”齐聚一堂，见证湖州乡村旅游发展成
果，探讨国际乡村旅游发展的未来。

大会宣布湖州成为国际乡村旅游大会永久会址并授
牌。德清入选“世界十大乡村度假胜地”。中国德清、越南
沙坝、巴西亚马孙等地共同发出《德清宣言》，将共同推动国际
乡村旅游互联互通。

“这是湖州历史上第一次通过国际会议的形式打出乡村旅游
品牌。”德清县文旅集团总经理、市旅游协会民宿分会会长杨国亮
是当时大会的组织者之一。他回忆说，这次大会上，湖州的乡村旅
游品牌得到了国内外机构和专家的点赞，为湖州市进一步推动乡村旅
游向产业化、品牌化、市场化、国际化方向发展奠定了基础。

国际大会的召开，激起了湖州乡村旅游的“一池春水”，包括吴兴潞村、安吉鲁家村等
在内的湖州村庄做强乡村旅游产业，不断打响国际知名度。2016年，我市乡村旅游共接待
游客3339.84万人次，同比增长20.05%，经营总收入64.16亿元，带动了相关农产品销
售收入8.23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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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路实践开路时刻

行遍江南清丽地，人生只合住湖州。在我的心
目中，湖州一直是一个美丽宜居的旅游胜地。近年
来，身边不少的朋友聊起湖州，都会提及湖州乡村旅
游——民宿、露营营地……又让我对湖州心生向往。

2019年，我作为报道记者，跟随广安市党政代表
团到湖州开展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对接交流，感受
了湖州乡村旅游的巨大发展。在长兴太湖龙之梦乐
园，我们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在太湖古镇、动物
世界等景点游玩，实现当地村富民强。

湖州和广安是东西部协作城市，近年来，两地
搭建了产业合作平台，对口协作项目加快建设，尤
其在乡村旅游方面，湖州干部为我们传经送宝，实
现了乡村旅游的“弯道超车”。

目前，广安市已打造以观农景、赏农俗、干农
活、品农味为特色的多元化乡村旅游业态，全市乡
村旅游产业园区规划总面积超过600平方公里，约
占广安市总面积的10%，成功创建国家乡村旅游重
点镇（村）4个、省级乡村旅游重点村9个。我衷心
希望，广安和湖州今后能有更多合作和交流，让旅
游为乡村振兴激发出更多的内生动力。

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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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8月9日，南浔区获批全省首个
新时代乡村旅游产业融合发展试验区，这
也是全省唯一一个建设该试验区的县区。
按照计划，南浔将打造非遗工坊、乡村演
艺吧等乡村旅游新空间，实现民宿经济、
休闲农业、文化创意等多元发展。

新时代乡村旅游产业融合发展试验区
的获批，是湖州乡村旅游迈入4.0版的标
志性成果。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乡村旅游处
副处长蒋忠华说，湖州乡村旅游4.0版将
致力于建设具有“田园味、文化型、现代
化、可持续”特质的“中国式乡村生
活”，即一种以生态风光为依托、以传统
文化为灵魂的乡村生活模式，建设长三角
地区乃至国内首选、国际知名的乡村度假
生活目的地。

在湖州，乡村旅游发展已有近30年，
历经“农家乐”阶段的1.0版，乡村游的
2.0版，乡村度假的3.0版，再到如今乡村
生活的4.0版。“简单说，就是从吃喝、到
游玩、到住宿、再到生活，实现了旅游业
态、时间、范围的跨越式发展，走出了一
条文旅融合助推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的
湖州之路。”蒋忠华说。

在乡村旅游发展中，我市因地制宜、
创新推进。因为不少乡镇以丘陵山地为
主，交通不便、开发成本过高，不利于乡
村旅游项目开发。2015年，湖州探索“坡
地村镇”点状供地、垂直开发等用地改
革，采用低密度、点状供地方式，在山坡
上“种房子”，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土地开
挖，降低了投资成本，近年来累计落地

“坡地村镇”旅游项目40余个。
为进一步规范乡村旅游发展，2019年

11月，我市发布了国内首部乡村旅游领域
地方性法规——《湖州市乡村旅游促进条
例》，对全市的乡村旅游活动以及乡村旅

游产业发展、服务保障、管理等活动给予
规范。该《条例》的发布标志着湖州的乡
村旅游发展开始进入法制化时代，为全
省、全国乃至国际乡村旅游业发展提供更
多的“湖州经验”。

从“农家乐”到“乡村生活”的迭代
升级中，我市不断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乡
村旅游品牌。近年来，龙之梦、祼心谷、
云上草原、开元森泊等一批旅游业标杆项
目纷纷落户湖州，“湖光山色·度假之
州”“宿在湖州”等旅游品牌不断打响，
莫干山“洋家乐”、水口“上海村”特色
民宿集聚区享誉长三角地区，世界乡村
旅游大会、国际滨湖度假大会、长三角
乡村文旅创客大会等一批重大品牌活动
落户湖州。

据统计，2016年至2021年，全市接
待乡村旅游游客从3339.84万人次增长至
5426.87万人次，年均增长12.5%；乡村旅
游经营总收入从64.16亿元增长至137亿
元，连续6年保持全省第一。目前，湖州
在全省率先实现省级以上全域旅游示范区
县和景区村庄全覆盖，其中全国乡村旅游
重点村镇8个，居全国第一。

从“农家乐”到“乡村生活”

上周末，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巴
上草原”的湖羊观光圈舍里，游客们穿
梭在羊群中体验喂羊。“我听说湖羊肉
非常鲜美，准备带一点回家给家里人尝
尝。”游客李先生说。

“巴上草原”项目由湖州市南浔区
交投集团和广安市广安区共同投资打
造，致力构建集养殖、生态、休闲、科
普、娱乐、美食于一体的产业综合体。

湖州乡村旅游经验，正源源不断传
播到全国各地，带动全国乡村旅游的蓬
勃发展。在我国，广袤的农村聚集了全
国大约70%的旅游资源，浓郁的乡土文
化、独特的民俗风情、多彩的民族特色
和秀美的田园风光，使中国的乡村旅游
充满魅力。经过近三十年的历练和洗
礼，我国的乡村旅游经历了一个从无到
有、从有到优的发展过程，乡村旅游在
服务内容、经营形式、文化内涵等方面
都有了新的开拓和扩展。

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从产业
角度提出大力发展乡村休闲旅游产业，
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大力发展乡
村、休闲、全域旅游”，乡村旅游发展获得
宏观政策的大力支持，迎来全新发展局面。

广西全州县毛竹山村因毛竹而得
名，因葡萄而闻名。2021年4月，习近
平总书记来到这里考察时强调，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要立足特色资源，坚持科
技兴农，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旅游、休闲
农业等新产业、新业态。

各地因地制宜，把美丽资源变成乡旅
资产，在绿水青山间收获金山银山。贵
州省毕节市金沙县前顺村坐落在乌江
边，如诗如画的百里乌江画廊，成为其
发展乡村旅游的资源优势；湖南省祁阳
市潘市镇陶家湾村，通过禁伐山林、保
护生态，让村民在家门口吃上“旅游

饭”；四川省隆昌市古宇村依托丰富的
水利资源和美丽的自然环境，由小渔村
蜕变为现代旅游新村……

同时，我国启动乡村旅游重点村镇
名录建设工作，带动乡村旅游集群化、
规模化、品牌化发展。2019年以来，
已创新推出1299个全国乡村旅游重点
村镇，打造了一批内涵丰富、主题鲜明
的全国乡村旅游精品线路。

如今，乡村旅游已成为乡村振兴的
新力量。2015年以来，乡村休闲旅游
营业收入以年均10%以上的速度增长，
乡村游从一个个分散的村庄和景点向着
串珠成链的模式转变，从简单的采摘、
住宿向玩游购娱全产业链升级。去年，
我国乡村旅游接待总人次为16.22亿人
次，同比增长14.55%；乡村旅游总收
入为6300亿元，同比增长50%。

进入新时代，乡村旅游的发展更侧
重让农民成为主角。今年中央一号文件
提出，实施乡村休闲旅游提升计划，支持
农民直接经营或参与经营的乡村民宿、
农家乐特色村（点）发展。“发展乡村休
闲、观光等新兴产业，无论外来人才还是
外来资金都不能取代农民主体地位，不
能削弱乡村主体性。只有在充分尊重农
民主体地位和乡村价值体系的基础上，
乡村振兴的各项目标才能实现。”中国农
业大学教授朱启臻说。 记者 徐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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