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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丽乡村到乡村振兴 

——以安徽省六安市南焦湾村为例 

符刘健 曹承玉
1
 

（皖西学院 环境与旅游学院，安徽 六安 237000） 

【摘 要】：从十八大的“美丽乡村”到十九大的“乡村振兴战略”,如今的乡村仍在如火如荼的建设中。南焦

湾村资源丰富,具有很大的发展前景。本文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阐述了其美丽乡村建设所取得的成就,分析了与乡

村振兴总要求的距离,重点对产业融合发展、乡村文化开发、乡村治理机制这三方面提出了相关建议,以期能够对南

焦湾村的乡村振兴之路提供帮助以及为全国类似的美丽乡村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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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城市生活节奏快,工作压力大,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更加向往环境优美、民风淳朴、慢节奏的乡村田园生活。乡村的新

鲜空气与易获得的幸福感确实吸引着城市居民,但真正去往乡村时却发现了很多不便,降低了期望值。南焦湾村也面临着如此境

况,如何使乡村变得如城市般繁华但又不失乡村特色的呢?乡村振兴战略给出了答案。从国务院颁布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2018—2020 年)》中,可以了解到“乡村振兴战略”关键是要实现产业、文化、人才、生态和组织振兴,“五个振兴”是实现乡

村振兴的重要保障。本文从不同角度但也囊括了“五个振兴”对南焦湾村乡村振兴提出了相关建议。 

1 南焦湾村建设成美丽乡村所取得的成就 

1.1南焦湾村基本概况 

南焦湾村位于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独山镇西南部,响洪甸水库下游,西淠河穿境而过,属低山丘岗区。六安近郊,距六安市区

30多公里,距独山镇 5公里,沪蓉高速 G42,济广高速 G35,沪陕高速 G40分别位于独山镇西,东和北方向,G105,G312国道擦境而过,

交通便捷;还位于六安市五百里茶谷的重要节点和裕安区“八百里乡愁记忆”核心区域,同时,也是环城市旅游休憩带的重要组

成部分,区位优势明显。总面积 17平方公里,主要以第一产业农业生产为主,现有耕地 750亩,人均耕地 0.2亩,山场 11000亩,茶

园 5010 亩,其中高标准茶园 700 亩,主产玉米、水稻、小麦、茶叶等农作物和经济作物。现辖 18 个村民小组,总户数 578 户,人

口 2441人,农民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业收入和外出务工,村民整体素质有待提高。 

1.2所取得的成就 

(1)基础设施建设较为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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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群服务中心、游客中心、旅游公厕、卫生医疗中心、停车场,活动中心都已建成并投入使用;新增,修缮,扩展道路,致力于

解决“最后一千米”的问题,现如今条条道路皆能通我村等。 

(2)现代农业发展格局初步形成,乡村旅游发展初具规模: 

已建成虎头潭 3A 景区一个,主要从事漂流滑索活动和水上亲子项目,一个占地面积 3.8 亩的新新娘婚纱影楼,一个生态葡萄

园、一个无花果采摘基地、茶园基地、房车露营基地等陆续正在建设中,初步形成了以休闲度假,康体养生等为主导产业的现代

休闲农业旅游发展格局。 

(3)农民物质与精神上都有所发展: 

聘用贫困户为清扫员、景区安全维护员、山林防护员等,为其提供经济支持;在党群服务中心建立小型图书馆,呼吁广大村民

多读书多好书,提高综合素质;建立乡村大舞台、活动中心,丰富闲暇时间;实行政务公开,村民们能有效及时地了解国事等。 

综上所述,南焦湾村在美丽乡村建设中“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具体要求基本都能符合。 

2 与乡村振兴总要求的距离 

经过美好乡村示范点的建设,南焦湾村基本符合美丽乡村建设中的具体要求,但与乡村振兴“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

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还是相差甚远。产业上,三大产业融合发展薄弱;生态上,有开发就会有破坏,仍存在破坏环境的情

况;乡风上,居民热情淳朴,但由于文化水平相对较低,仍有较多不文明现象存在;治理上,乡村治理机制不完善,且还需要更多人

才加入以促进更好地发展;如若解决了这几方面问题,相信生活终将走向富裕。 

3 发展建议 

虽然南焦湾村美丽乡村建设有所成效,但要实现乡村振兴其长路漫漫矣!根据南焦湾村现状,以及所拥有的各种资源,下面将

重点对产业融合发展、乡村文化开发、乡村治理机制这三方面提出相关建议。 

3.1构建产业融合体系,增强综合效应 

3.1.1农业内部融合。 

南焦湾村是茶谷小站的一个重要站点,盛产高质量的六安瓜片,茶园和菜园是每家每户必不可少的。但是在调查中,村里没有

自己的茶厂,而且村民大都只靠采茶赚取收入,并无炒茶、售茶等经营活动,这就导致更多的财富流入外人田。鉴于这种情况,建

设一个手工炒茶作坊,并面向所有村民与游客,是一个大胆而又创新的项目。不仅需要茶厂,还需要一个多功能的茶馆去留住客人,

喝茶、听曲、观茶艺表演,并设茶博物馆,普及茶知识,宣传茶文化。利用茶园、山地、林地,亦可发展养殖业,饲养跑山鸡、皖西

大白鹅等家禽,充分利用空间资源,也做到了原生态与环保。利用本地的大毛竹,从事竹产品加工工作,并用竹编创造特色文创产

品。 

3.1.2多功能拓展。 

现如今,乡村旅游是乡村振兴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南焦湾村远离城市,宁静祥和,环境优美,空气清新,且有着发展旅游的良

好资源,加上政策扶持,发展乡村旅游毋庸置疑。目前,南焦湾村需要加强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培育美丽乡村、森林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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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景观、休闲农业等乡村旅游新业态,努力从“农家乐”向“乡村生活”“乡村休闲”转变,需大力发展休闲度假、康体养身

等体验性、参与性新业态和赏花、采摘、摄影、民宿、晒秋、婚庆、研学、写生、户外等特色旅游产品,并依托互联网大力宣传,

构建集观赏、种植,养殖,体验为主导产业的休闲农业旅游发展格局。 

与旅行社合作,开发不同的路线,吸引不同的人群,以开拓消费群体。基于无花果采摘基地、葡萄生态园、高标准茶园基地,

可再开发垂钓中心、稻草人乐园等项目,开展乡村观光休闲游;基于已有的虎头谭漂流、滑索,可再开发出一个水上亲子乐园,加

入皮划艇,水上自行车等项目,加上正在建设的房车宿营地,开展乡村亲子激情游;合理利用山地、林地资源,开辟登山步道,开发

野外探险项目,开展户外实践游。且每个时令都需开展相应的特色活动,春季可开展采茶节、茶文化宣传活动等;夏季葡萄节,游

水上亲子乐园;秋季晒秋;冬季家家都会办年货,腊肉、咸货、蒿子粑粑等数不胜数,可举办美食节,为寒冬再添一份年味。缓解旅

游季节性差异,增加淡季旅游人数。 

国家大力发展素质教育,要求学生德、智、体、美、劳综合全面发展。研学游应运而生。南焦湾村应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开

展研学游项目及路线,利用山地资源,结合当地茶文化、竹编艺术等,开展户外实践训练,开拓学生眼界并提高学生动手操作的实

践能力。开发健身步道,给热爱体育锻炼的村民、游客、周边城市居民一个天然的健身俱乐部。南焦湾村自然环境良好,属于低

山丘岗区,前有毛岔河,后有低山,丘岗与田畈交错分布,高低起伏,西淠河蜿蜒曲折,绿化覆盖率 60%以上,自然生态优良,空气清

新,负氧离子含量高,将危房和闲房改造成乡村民宿,吸引向往乡村生活的城市居民,种农家菜、吃农家饭,开启养生之旅。 

3.1.3技术渗透。 

在这个有网知万事行天下的时代,网络宣传的力量是很强大的。任何乡村的振兴,好品牌、好项目、好体验是重点,但打出知

名度是前提。将美食制作、农事体验等以视频形式在互联网传播,微博微信推广、网络软文、网络广告都是可行的营销手段。近

来的网络直播带货也是很火热,疫情后应更加注重线上活动的开展,实现线上线下交易与农业信息深度融合。 

3.2注重乡村文化挖掘,提升发展内涵 

文化是国家之魂,从国家的文旅融合中可以看出文化对振兴的重要性,乡村振兴需要挖掘乡村特色文化以促进其向内涵式发

展,否则,乡村的发展没有柔韧性,是非常脆弱的。南焦湾村的农耕文化、茶文化、竹编文化与红色文化都是可挖掘可深造的。 

农耕文化源远流长,但现在大多数孩子对其的了解少知甚少,水稻小麦也很难区分开。茶文化,只知道日本的茶道很出名,殊

不知也是从我国古代传播过去的,我国茶的种类,茶的种植,采摘、茶道、茶艺也是值得去深究与学习的。竹编文化,虽然南焦湾

村竹林很多,但是对竹编进行创作没有得到重视,相信很多地方也是存在这种问题的。找寻手艺人与继承人刻不容缓。红色文化,

在南焦湾村里也有明显的展现,虎头潭旁的防空洞,六霍起义留下的痕迹,无一不彰显了当时的激奋。制作红色宣传册,将其红色

故事代代相传。 

将这些文化融入到各高校,中小学校的研学游中,并举办各项体验式活动,让学生们从实践中亲身亲自感受文化的博大精深,

增强文化自信。 

3.3完善乡村治理机制,助推乡村振新 

南焦湾村坚持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总体方法论要求,从本地实际情况出发,以人民为中心,

强调地方特色,构筑符合当地乡村社会特点合法合理合情的治理方式,使得南焦湾村在不断地向更好的方向发展。但只积极发挥

乡村自身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还需依靠乡村外部力量的支持和帮助。构建乡村振兴人才资源库,找寻各大高校对乡村振兴感兴

趣的并想在这方面有所作为的专业的或非专业的学生和老师以及在外工作有能力的有资源的本村能人加入乡村振新队伍中,并



 

 4 

制定优秀人才引进政策,以保障其利益,着重加强对其系统地培训以促进南焦湾村更好地发展。人才是乡村振兴的另一抓手,因此

必须要留住人才。 

4 结语 

南焦湾村的乡村振兴之路是漫长艰难的但前途无限光明。国家重视,各地积极响应并做出有效举措,相关人才也在不断开拓

乡村振兴发展路径。本文虽只对产业融合、乡村文化、乡村治理这三方面提出了浅薄的建议,但却有对南焦湾村发展的具体建议,

以期对其发展起到一定帮助作用,并对全国各地方乡村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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