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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视域下美丽乡村建设模式研究 

——以湖南省长沙县现代农业区美丽乡村为例
1
 

徐 宁，刘 沛，姚恒兴，贺香清，张鹤文，于浩田 

（湖南农业大学资源环境学院，湖南 长沙 410128） 

【摘 要】通过对湖南省长沙县功能区划中现代农业区 4个具有代表性的村庄进行的 SWOT分析，从各村庄概况、

资源、历史、产业、经济五个方面总结分析“乡风传承型”、“产业发展型”、“休闲旅游型”、“生态农业型”四种各

具特色的美丽乡村建设模式，并对其提出了坚持村庄特色、多元资源整合、加强人才培养及综合管理等建议，为我

国“乡村振兴”新形势下的美丽乡村建设提供新思路与参考。 

【关键词】美丽乡村；乡村振兴；建设模式；长沙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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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产业兴

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目标。自 2008 年“美丽乡村”建设由浙江省安吉县首次提出，历经 10

年后又开启了美丽乡村建设的新时代。在增强村庄综合治理，加速完成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美丽乡村”建设的新形式

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是要实现乡村的全面振兴与乡村的可持续发展。 

国外对于乡村的发展模式体现了不同的地域特色，比如城市化带动的美国模式、有中介组织推动的日本模式、粗放与集约

并存的澳大利亚模式和“新村运动”的韩国模式等；目前国内美丽乡村建设模式具有代表性的是已形成地方化特色的模式，沿

海发达地区坚持以工业推动农村发展的“浙江模式”、中部地区建设乡村文明新风貌的江西“赣州模式”和西部地区打造农民自

发建设新家园的贵州“遵义模式”是较为成熟的模式，同时海南省提出乡村建设发展的转型升级之路，打造共享农庄、创意乡

村，陈荣认为要践行“乡村振兴”战略，解决“三农”问题，就是要大力发展乡村旅游都是对于现阶段美丽乡村建设发展很好

的借鉴。 

本文立足国内外乡村建设模式研究，结合长沙县四个乡村探讨美丽乡村建设模式，通过对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解析，剖

析四个村庄建设中的现实问题，对其提出解决对策与建议，以期为“乡村振兴”新形势下美丽乡村建设模式提供参考与新思路。 

1 长沙县美丽乡村建设及区域概况 

2016 年湖南长沙县积极响应战略目标，以“四个三十”工程即在全县建成 30 个市级以上示范村、30 个市级以上特色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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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个县级示范村、30个县级特色村，每镇建成 1个以上美丽乡村示范片区，辐射带动全县农村地区，集中打造在全省乃至全国

具有影响力的一流美丽乡村。长沙县位于湖南省会长沙市东北部，下辖 18 个镇（街道），划分为六个功能区（见图 1），实行区

域差异化发展。所以本文选取“长沙现代农业区“四个不同建制镇的村庄（见图 2）展开美丽乡村研究，区域基本概况如下：①

葛家山村位于长沙县北部开慧镇中心地带位置，距离开慧镇镇政府、红色旅游基地杨开慧故居及开慧纪念馆 lkm 左右，紧邻京

珠高速公路开慧出口，占地 19.8km
2
，共 7046人；②金龙村地处长沙、平江、浏阳、汨罗四县（市）交界处，紧邻金井镇镇区，

S207 线穿村而过，经金开线可直达京珠高速，占地 6.1km
2
,共 3442 人；③浔龙河村位于长沙县中部果园镇，黄兴大道北延线纵

贯全境，车程至长沙县城约 12 分钟，占地 7.74km
2
,共 3629 人；④金桥村位于高桥镇东部，金井镇接壤，背靠浏阳市，高浏公

路、高范公路均穿村而过，占地 21.5km
2
,共 3911人。 

 

2 长沙县四个村庄“美丽乡村”建设模式分析 

2.1四个“美丽乡村”建设 SWOT分析 

美丽乡村建设要综合村庄各自发展条件及资源优势，既充分体现其产业特色，又要规避发展中遇到的障碍，针对自身的优

势与不足，真正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葛家山村面临区位偏远和后期扩展项目繁杂的挑战，借助镇全域旅游模式，依托开

慧红色旅游的优势，打造特色民俗文化；金龙村在面对村级农业实力弱情况下，利用拥有的茶文化优势，通过镇域“最美茶乡”

的宣传效应，大力发展茶产业；浔龙河村对于本村文化特色不突出的情况，通过集约化高效利用土地，在具有丰富经验的团队

带领下，充分挖掘该村的旅游资源，推行乡村休闲旅游；金桥村虽然产业较为单一，但却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然后借助

生态污染治理的政策扶持，创新发展生态农业。本研究采用 SWOT战略分析法对长沙县葛家山、金龙、浔龙河、金桥四个村庄进

一步分析总结如下（见表 1）。 

表 1四个乡村 SWOT分析对比表 

村名 优势(Strength) 劣势(Weakness ) 机遇(Opportunity ) 挑战(Threat) 

葛家山村 

金龙村 

挦龙河村 

金桥村 

地理位置特色民风 

茶文化村镇企业 

土地集约利用经验团队 

农业资源丰富环境优美 

经济辐射弱农业程度低 

采茶季节性农业实力弱 

文化欠缺特色内部管理差 

种植产业单一缺乏概从 

省级文明示范村红色旅游 

新农村建酥范村最美茶乡 

省级生态示范村浔龙河生态小镇 

污染治理示范片区中国农业科学城 

发展项目繁杂后期风险大 

配套不完善缺乏高效管理 

建设同质化土地流转矛盾 

邻村竞争压力財创新弱 

2.2长沙县“美丽乡村”建设四种典型模式 

在“乡村振兴”战略下长沙县积极探索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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涌现出一批别具特色的美丽乡村，标志着美丽乡村建设新时代的到来，长沙县“美丽乡村”每种建设模式都结合了乡村各

自独特的自然资源、经济发展、产业特点传统民俗等综合因素（见表 2），都代表着四个村庄“美丽乡村”成功建设路径与有益

启示。建设模式具体如下。 

2.2.1乡风传承型模式。该模式主要依托村庄独特的人文景观，如古建筑、古村落、古民居、传统风俗等呈现和传承其独特

的民俗文化和非物质文化。开慧镇葛家山村以镇域红色旅游文化为依托，重点烘托乡村“乐和”文化，打造具有浓厚乡村氛围

的“乐和大院”，可一次性可接待游客 400多人，开展乐和农具秀、传统礼仪、国学讲堂等活动，弘扬和发展传统民俗文化，将

这种最原始的“农耕文明”和“传统乡风”相结合让村民增收达 9000元。 

2.2.2产业发展型模式。该模式主要特点为产业特色鲜明、优势明显，农民专业合作社、乡村龙头企业整体产业化水平高，

初步形成了“一村一品”、“一镇一业”聚集型、规模型农业产业化，农业产业链条对当地经济发展整体带动性表现明显。金井

镇金龙村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地势平坦，土壤适合茶树种植，现有茶园 333.33hm
2
,由早期大力种植茶叶发展为系列“茶

产业”链，成为整个村发展及经济收入主动力。村最早茶企业如“金井茶厂”，以高质量茶叶生产为主，职工 160人，大部分来

自本村村民，企业年产值达 2500 万元，除生产售卖外，企业还发展以“茶”为主线的历史展览、文化交流、旅游等产业链；村

企合作开发的“三棵树生态茶园”系列项目一次性接待人数可达 600 人，村集体经济已超过百万，2016 年村民人均收入为 2.6

万元。 

2.2.3休闲旅游型模式。该模式特点为区域含有丰富的旅游资源，食、娱、游、住行等设施完备，距城市较近，适合市民休

闲度假，具有巨大的旅游发展潜力。果园镇浔龙河村集中流转土地 240hm
2
、集中片区打造“浔龙河生态艺术小镇”建设集商业、

旅游与服务一体的休闲旅游模式，接待中心、商业文化街、牧歌山亲子体验乐园、农创空间等项目目前已打造完成，正在进行

国际学校、水上乐园、第二期安置房等建设，项目截至 2017 年已经接待游客达 120万人次，后期将有麦咭农场、中国村、韩国

村、樱花谷和民兵营等一系列游乐设施等建设项目。 

表 2四个村庄“美丽乡村”建设模式对比分析 

区域 名称 模式特点 搜项目 

葛家山 乡风传 依托农耕文明 乐和大院 

村 承型 传承“乐和”文化 乐和人家 

金龙村 
产业发 

展型 

以“茶”产业为主导 

打造产业链 
茶博物馆 茶文化交流中心 

挦龙河 

村 

休闲旅 

游型 

打造“生态艺术小镇” 

^发展旅游业 

云田谷 

观光农场 

露营基地 

金桥村 生态农 依托“莲”种植 万亩荷花种植区 

 业型 发展现代生态农业 紫竹山优质稻区 

2.2.4 生态农业型模式.该模式建设宗旨是在保护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基础上，利用科学技术成果和现代化管理手段进行的集

约化经营的现代农业发展模式，同时把观光农业与生态旅游两者相结合。高桥镇金桥村紧紧依托农业，创新农业生产模式，使

生态与产业相结合，如打造百亩荷花基地，集观赏价值与经济作物莲子生产为一体，使年村人均可支配收入提高 10个百分点；

还有芦笋、吊瓜、紫竹山优质稻种植种植基地等形成规模种植，无害化种植、无害化生产的“紫竹香”牌优质稻单产 700kg/667m
2
,

畅销全国各地，企业总产值达 34万元。 

3 “乡村振兴”视域下长沙县美丽乡村建设实践与发展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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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立足乡村文化振兴，打造文化品牌 

“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标志着美丽乡村建设新时代的到来，乡村发展应避免过去的同质化现象，如何在众多千篇一律

的乡村模式中发挥其独特吸引保持屹立不倒，首先要立足于地域文化特色，坚持文化个性，推动“乡村文化振兴”。例如葛家山

村挖掘以传统文化“乐和”为主旨的“乐和人家”与“乐和大院”，将以往人们丢弃的乡村文明重新拾起来，让人们产生共鸣与

认同感。所以乡村文化振兴首先要立足本村的乡风文化建设，让大家记住乡风民俗，留住乡思乡愁，打造各自的乡村文化品牌。 

3.2整合优势资源，发展乡村产业振兴 

乡村振兴是一个繁杂且长期的系统工程，其中会遇到各种瓶颈和困难，因此要善于经营村级经济，充分利用现有基础及优

势资源，进行多方有效资源整合，加快实现乡村的产业振兴。例如金龙村在注重茶产业基本开发，善于借助镇域茶文化宣传优

势包装自己，打造一系列联动项目如茶博物馆、茶文化交流中心和三棵树生态茶园，同时借助政府政策、村民资助、村企共建

多方的共同努力，另外还可以进一步整合邻村湘丰村的优势进行更充分的互补与合作，借助发达的网络平台实现“互联网+茶”

模式发展茶产业，将多元整合资源的作用发挥到最大化。 

3.3加强管理、完善制度，实现乡村组织振兴 

相关配套服务设施完善程度是考量村庄建设满意程度的标准，只重视前期建设、不注重后期管理会加大建设投资，而达不

到长久持续的效果。例如浔龙河村依托旅游发展等服务行业，已具备较为完善的配套设施，但仍可能欠缺后期的管理与保障措

施。如果责任归属不够明确，会造成村民与开发商之间存在矛盾冲突，所以迫切需要制定相应的管理机制，形成以“村委会指

导-村民主导-开发商辅助”的三方合力体系，建立农民协会等组织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和流程化执行机制，加强后期自我

管理，强化管理考核，实行奖惩措施，赏罚分明，真正实现乡村的组织振兴。 

3.4引进科技，开展乡村生态与人才振兴 

新形势下的乡村建设需要依靠现代化的技术和手段来管理，必须重视对大量专业工作者和社会工作者的培养和引进，真正

推动乡村的人才振兴。例如金桥村配备的大学生村官，在村级规划和管理方面上起到了一定的关键作用。目前乡村生态农业的

创新发展，需要相关技术的支持，比如污染处理、监测管理等还缺乏懂技术会操作的专业人才，要想村庄走现代化发展道路，

急需引进高科技，加大对高科技复合人才的培养力度和政策支持
［15］

，积极开展与实现乡村的生态振兴与人才振兴。 

4 结语 

统筹城乡发展、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我国美丽乡村建设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新机遇。思考如何构建生态宜居的乡村环境、如

何营造稳定有序的乡风文明，不仅需要依托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政策推进，也需要摸索和探讨“美丽乡村”有效的建设与

治理路径来实现，同时要倡导村民自发参与到建设过程中来，实现基层干部、工作坊、合作社、投资方、自治机构等紧紧以村

民为中心进行村级规划建设，从而推动乡村的发展与振兴。美丽乡村建设与治理效能的提升，必须依托村庄各自的地理环境、

自然资源、优势产业与特色文化进行，不同区域不可机械仿效，必须认真分析自身的实际情况，健全现代乡村治理体系，选准

配强乡村建设管理人才，全面整合优势资源，选择最适宜自己的模式促进美丽乡村可持续发展，方能实现明日乡村文化、产业、

人才、组织、生态之全面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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