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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以“文创”因子激活乡村的振兴策略 

——以云南省安宁市光崀村改造 

文佳 高雪莲 蔡星宇 唐钰淇 

（云南财经大学 现代设计艺术学院，云南 昆明 650000） 

【摘 要】：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深入发展,广大农村地区走上了产业结构调整、产业模式转型的乡村振兴道

路。云南省昆明市安宁市太平镇光崀村率先将“文创”因子植入乡村改造,笔者通过实地调查采访,对比分析,探讨

通过文创的力量来激活旧村落的改变可行性,以拓展乡村振兴策略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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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重要转变,最突出的表现是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这是制

约农民日益增长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因素。在决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强大使命下,乡村振兴成为新

时代乡村发展的新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曾对乡村振兴战略强调指出,要推动乡村产业振兴,发展现代农业。要推动乡村人才振兴

和乡村文化振兴。如何振兴乡村文化?以云南省昆明市安宁市太平镇光崀村改造为例,将“文创”因子植入该村落改造后,村落里

发生了不小的变化。笔者对该村落进行实地调研与对比分析,对以“文创”因子激活乡村文化振兴模式的可行性进行讨论。 

1 光崀村改造前的基本概况. 

安宁市光崀村原村落地处太平新城南部休闲观光旅游带内,占地面积 4.87 平方公里,与西山区碧鸡街道接壤,背靠西山“睡

美人”景观山脉,距离太平新城街道集镇 8公里,距昆明主城区 20多公里。 

1.1自然条件 

(1)地质地貌属于半山区,地貌以山坡地、山地为主,海拔 2100千米,安宁市光崀村所在位置为山间谷地。(2)水文条件:安宁

市光崀村里有二型水库 2 座,水源方便。(3)气象气候:项目区内空气清新,太平新城常年气候温和。(4)自然植被:安宁市光崀村

背靠山坡林地,植被资源丰富,整个村域生态环境良好。 

1.2人口状况 

安宁市光崀村村中户籍人口 102户、302人,其中少数民族 164人(白族 152人,彝族 8人,傣族 4人),少数民族占村中人口总

数的 54.3%,为白族聚集自然村。 

1.3土地利用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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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村现有可用耕地 3000多亩,山林地 7000亩左右,村民主要以种植果蔬、草皮等为主。 

1.4村落资源特色 

1.4.1传统乡村特色显著,民风淳朴 

村里尚保留有土坯建筑的传统民居,具有典型的农业文化和丰富的山村特色景观。 

1.4.2台地景观层分明 

村子的民居集中分布,成“l”字形布局,构成较鲜明丘陵台地景观。 

1.4.3经济作物特色鲜明 

该村自然环境优良,主要以种植草皮为主要经济来源。 

1.4.4山地特色明显,风光旖旎 

村子背靠山林地(西山睡美人背面),上山道路非常适合做徒步、山地骑行等时尚运动型项目;山后的水库风光秀美。 

光崀村虽然是一座具有百年历史的村落,但只是普通农业村落,村民的居住生活条件一直没有得到改善,人口持续流出,留守

村民的生活相对单调,文化娱乐设施是完全谈不到的,仅靠种植草皮的单一产业模式,村民经济收入一直无法提高。因为草籽种植

对虫害防御的要求较高,光崀村土地肥力下降严重,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突出。当地政府为了提高村民的生活水平质

量,便在离村落不远的地方建设了一个完全城市化的居住小区,安置原来的村民。那么遗留下来的光崀村将面临怎样的结局:无人

问津的空心村?引入房地产商重建?如何改造? 

2 光崀村改造后的变化 

2.1“文创”光崀的提出 

2016 年 10 月在太平新城管委会、街道办指导下,与云南财经大学开展合作,组织成立试点村项目专门管理委员会,对试点项

目推进实施高位统筹;成立昆明戈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对保留村落实施整体综合运营管理;由光崀村村民小组全体村民成立安

宁匠春旅游文化专业合作社,统筹村庄集体建设用地及原有房屋等资本,参与联合运营,搭建“政(太平新城政府)、校(云南财经

大学)、农(安宁市匠春合作社)、企(多家企业)”合作运行管理基本构架。 

依托册峨村光崀村村民小组原村落建筑居住格局、田园生态景观及民族民俗文化保护,坚持资源格局不变、整体风貌不变、

根本权属不变,由“政、校、企、农”合作运行管理,形成集循环农业、创意农业、农事体验、传统文化传承、创意农业研发、

云南特色物产、旅游体验为一体的实验性田园综合体。实现乡村创新引领示范,在保护利用中实现机制创新和产业融合发展,探

索新老村民互相融合带动再造乡村的新模式、新途径。通过引入非遗及农耕文化主题院落,聚集国内及省内知名手工艺匠人,围

绕“文创”主题与“山水田园”要素,利用原有农事资源,打造健康生活目的地;通过引入优势合作机构,搭建众筹发展平台、金

融服务平台和乡创培训平台,打造青年返乡创业孵化地;通过引入文旅产品电商服务平台,结合传统媒体,搭建云南“绿色食品”

和“特色产物”平台,打造文旅特色线上集散地;通过引入产业、培训提升、文化传承、乡村治理,搭建乡村经济持续发展平台,

打造新老村民共生发展幸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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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文创”光崀的发展近况 

目前该村落已经进驻了 32 家工作坊:分别是回归艺尚、山良陶舍、云吾工坊、布本艺社、铁意坊、蜡花故事、本味坊、朗

格瑞琪、明禾茶坊、稻梦空间、猪窝咖啡、慧谷、乡野民宿、物产地图、乐培共享、云上数字、滇芝药王谷、号外芳香、竹语

文化、古梦今享、客堂、朴门小院、宝翰轩、在地自然、乡间自然营、珍寮轩、东方风情、本草香居、工喜环艺、乡村之眼等。 

在影像资料记录的对比下,可以感受到光崀村的生活环境已经远不同于从前。不同“文创”工作坊的入驻后,本着尽可能采

用本地材料和坚持可持续性的改造原则。院落里从前破旧普通的角落,变得干净有艺术气息。破败陈旧的民房得到修缮,在保持

原宅基地不变的情况下,改建成一个集休闲、民宿、手工体验于一体,营造出舒适、休闲、体验、学习的生活空间。 

基础设施建设是目前存在的最大的问题,未来会慢慢进行规范。比如各工作室的导视制作、文化村的路面整改、公共卫生间

的调整开放等都是目前文化村所必须解决的问题。现在正在进行的是村落的光亮照明工程,与其同期进行的还有村路的设计建

设。目前的光崀村,每一个独立的院落已经基本成型,缺少的就是村落的基础设施的完善。相信在以后,随着基础设施的逐渐完善,

内部和外部环境的大融合,光崀村的发展会越来越令人瞩目。 

3“文创”村落模式的成效分析 

3.1立足区域现有农事资源、建立五大农特生产体系 

光崀村改造的定位为“田园综合体文创村落”,以保护耕地为前提,以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发展现代农业为核心,打造

中华蜂养殖、鲜花种植精油提取、乐培优选光崀共享农场、云南物产地图、蔬菜花卉活动自动售卖系统五大农特生产体系。目

前已育苗栽种 80 余亩玫瑰花,实验性摆放蜂箱 200 余箱,种植培育 500 多种中草药,打造鲜花精油、中华蜂产品、中草药三大精

品农特产业。 

3.2注入“文创”因子,引导乡村文化产业发展 

光崀文创村落引入了剪纸、铁意坊、柴烧窑、琉璃、皮雕、香道、茶道等一批非遗和传统农耕文化创意企业,开展涉农文化

产品与手工饰品研发生产和线上线下销售,组织一系列文创手工艺体验课程,引导农民参与文创产业的建设管理,实现新老村民

共建共享,充分保障农民的参与权和收益权。目前已通过评审引入 32家文创企业、300余人入驻开展改造建设,其中 16家企业已

具备体验条件,11家正在实施改造,项目建设投资总额已超过 1200万元。 

3.3村民以“合作+参与”模式,实现收入多元化 

利用村庄集体建设用地和原有房屋入股匠春合作社,合作社以个体项目培训体验、主题活动及产品统一定价营销,实现集体

经济主要收益,带动农民持续增收。通过盘活宅基地及集体建设用地,促进土地资本化、居住城镇化、农民收入多元化,成为实现

城乡发展一体化所作的有益尝试。 

3.4坚持“最小的人为干预、最大的原乡体验” 

在发展中,光崀村还践行“复兴田园、寻回初心”的主张,坚持把“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的理念,依托村庄传统,推进项目

区域农田、林地、水系、景观及文化等资源集中梳理,摸清资源底数,对生态田园景观资源实施严格保护,尽可能保留村庄原有风

貌,不进行大拆大建,赋予老房子新的文化创意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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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与总结 

4.1“空”的价值 

光崀村的原村民搬走后,这座空村便成为了“城市留白”。这个“空”村落变成了城市喘息休息的地方。光崀村的改造并没

有在商业利益的诱导下,丢失掉乡村的本真与质朴。在尽可能保留原村落建筑居住格局和保护田园生态景观的条件下,坚持资源

格局不变、整体风貌不变、根本权属不变。在这种“原始生长”的模式下,每个入驻的文创企业都可以“空”下来,静心地思考

自己的产品、慢下来传承与研究自己的技艺。 

4.2“情”的寄托 

进驻光崀村的新村民大多为艺术家、国内及省内知名手工艺匠人、大学教授,每个院落的改建都寄托着他们的情怀,遵照自

己当初的理念和想法进行改造,避免了模式化商业化的千篇一律。对于他们而言,这里不仅仅用来工作生活,还是实现自己情怀,

寄托情感之地。 

光崀村逐渐成为了一个有温度的社区,新进驻的工坊员、参观的游客、回访的老村民们等,他们在这里沟通交流,产生了新的

感情。这种感情不同于传统村落中的单一情感,而是既保守对内又开放对外的只属于这种村落的情感。 

4.3文化活力的激发 

借助文化创意的力量,如今的光崀已经小有名气,在这里举办过不少社会活动,例如:“徒步太平”2016-2017 赛季的第二站

(长街宴、文创乡街、有奖摄影)、2017 年创意昆明光崀工作室文化活动展示、幼儿春游活动、大学生光崀艺术实践、光崀明禾

茶坊茶艺活动、光崀百人读书实践会、2018 首届光崀论坛、2018 光崀大集/稻田餐桌、2018 万人徒步太平活动、安宁市民学校

体验课程、舍创之星光崀活动等。 

光崀村成为云南财经大学现代设计艺术学院的教学实践基地,每年低年级学生都会入驻进行实习实训。2013级环境设计专业

毕业设计选题的选址地;2014级设计课程的教学基地。 

5 总结 

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乡村振兴的重要性日益剧增。目前国内主流改造途径大多为重视经济利益,将文化传播作为其

附属品。而“文创”方式则是反其道而行之,重视文化的传承,提升区域文化软实力,进而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 

本文通过对安宁市光崀村改造项目的考察、分析,具体探讨了以文创因子激活旧村落的可行性。“文创”因子的植入对于激

活传统村落的文化活力、改善村落的精神生活、引导乡村文化良性发展和树立乡村文化自信等方面具有深远的意义和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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