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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山市定海区临城文旅融合带动乡村振兴调查研究 

——以金山区水库村为例 

周佳琳
1
 

（浙江海洋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浙江 舟山 316022） 

【摘 要】：文旅融合的农村旅游作为新兴产业，有利于改变传统农村的经营发展模式，解决农村问题，帮助农

村脱贫致富，对促进乡村发展具有积极作用。探讨文旅融合的协同发展路径，有助于推动乡村振兴。针对大多数农

村未能在短时间内形成鲜明的旅游产业特色，从而导致农村旅游产业的发展不理想的现状，选取金山区水库村为案

例，对当地特色乡村文化与旅游业相互带动、协同发展，实现乡村振兴的路径与机制进行深入的研究分析，提出合

理整合资源、加大乡村旅游市场的监督管理、建立特色文旅融合体系、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和政府的主导作用等策

略，以期为我国其他地区探索文旅融合带动乡村振兴道路提供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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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近年来，

随着乡村旅游的不断兴起，文旅融合在实现乡村振兴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发展乡村旅游并注重挖掘地区民俗文化，以文

化为魂，发扬故乡优势，集休闲、娱乐、购物、综合商务旅行可以让生活在城市中的人有新的旅行体验；另一方面可以促进农

村经济发展，有利于城乡区域之间协同发展，走共同繁荣之路。在此基础上，本文以上海市金山区水库村为例，通过实地调查

研究，对当地特色乡村文化结合旅游业协同发展的现状进行深入的研究分析，通过介绍其特色文化的发展促进农村旅游发展、

旅游业又带动乡村振兴的案例，以小见大，分析了特色乡村文化与旅游业协调发展的机制。本文分享水库村实现乡村振兴的路

径和成功经验，以期为我国乡村振兴中推进文旅融合的协同发展提供参考，为我国其他地区的乡村探索新的发展道路提供借鉴。 

1 水库村文旅融合项目发展情况 

1.1研究区概况 

水库村位于金山区漕泾镇北部，旧时俗称“水库里”，因水网密布、纵横交错、河宽漾大而得名，是金山区水面覆盖率最

高的村。于 2018年，更是被纳入上海市首批乡村振兴示范村之一。水库村位于市级金奉生态廊道范围内，属于三级生态保护红

线范围。水库村村域面积 4.16 平方公里，耕地面积 3030 亩，林地面积 166 亩，村域内土地基本全部流转，主要以种植和养殖

业为主，其中粮食类作物耕地有 1350亩，蔬菜类作物耕地面积 580亩，瓜果类作物耕地面积 180亩，养殖面积达到 800余亩。

现状村庄为典型的水乡村落格局，房屋依水而建、农田环绕布局，村内卫生室、老年活动室、理发室和公共健身场所配置齐全。

全村共有 8个村民小组，523户，户籍人口数为 172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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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当地乡村文化发展情况 

水库村相关历史及“水文化”内涵与“漕溪作为古代运输漕粮的水道”及“上海最后一片盐场”的历史故事相结合，充分

挖掘传承乡村文化。首先定位乡村品牌，以政府为主导编纂乡村品牌定位手册，建立一套完整、高效、实用、准确的品牌定位

体系，提升水库村的品牌运营管理水平，进行科学化、规范化运营管理。其次，保护地理物产文化，梳理挖掘与水库村水生动

植物相关的水文化，加强对水环境的治理，保护涉水鸟类、鱼虾蟹、螺丝河蚌等水上动物及菖蒲、腰菱等水生植物，保持水生

态环境的生物多样性，呈现“人在岸上走，鱼在水中游，蝶在丛中飞，鸟栖柳枝头”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景象。然后传承民

俗文化，新建盐文化博物馆和贝壳博物馆，展示漕泾水库村 6000年岁月更替并充分挖掘传承民间手工艺，将当地芦苇扫帚等传

统制作技艺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通过寻访水库名人、匠人等，开展讲述水库故事等文化寻根活动，传承发扬丰富的水文

化。最后是体验农渔文化，新建美丽乡村展示站及农耕文化体验区，让游客走进田头，体验农民劳作；挖掘饮食文化，组织开

展“寻找家乡的味道”，以河鲜和水生蔬鲜为主题，传承淡水鱼、河虾、螺丝及时令蔬菜的传统做法，并开发新做法，为游客

提供地道的水乡家宴。 

1.3旅游业发展情况 

水库村村域内有“世博观光农园”称号的漕泾休闲水庄，是多种功能为一体的旅游度假区。还有一座始建于光绪年间的济

渡桥，是上海七孔石板桥中现存跨度最长的。依靠优质的水源，当地的河鲜产物品种多、味道鲜美，尤其以“太子螺丝”远近

闻名，而水库村的传统做法更是让游客们对地道的水乡家宴赞不绝口。水库村充分发挥水的优势，在原有藕塘基础上改造建设

“藕遇公园”，区域面积约 50亩，整体造型像一朵盛开的莲花，由栈道连接亲水平台，游客既可赏鱼观花，又可戏水为乐。公

园还根据不同季节种植薰衣草、向日葵、格桑花等多种花草，游客可以通过远眺观景台，使得满园芬芳尽收眼底。在 2019年秋

季举办的庆祝中国农民丰收节及水 COOL·2019乡村艺术季活动，除了当地村民自己的一些农产品以外，各种丰富凝重的油画、

别具一格的版画、色彩清新亮丽的水彩画让人目不暇接，在现场还开展了制作莲花灯等传统文化体验活动，让游客感受到了水

库村的风土人情的美妙文化体验，打造了水库村旅游文化名片。 

1.4文旅融合的协同发展 

水库村在制定产业政策时以文旅融合的协同发展为基础，并通过创建特色文旅融合品牌来促进经济增长；通过以美丽乡村

精品村创建为目标、农民集中居住以及市级土地整治等项目政策聚焦，科学规划、明确定位，重点围绕建筑改造、景观节点、

基础建设等项目塑造“沪尚水乡”的乡村风貌。首先水库村农居秉承江南“粉墙黛瓦”的传统色彩，结合漕泾水系特点，重点

通过集中居住或者原址翻建的方式，逐步改造屋面、墙面和窗面，形成风格相对统一，提炼打造具有明显江南文化特色的“沪

尚水乡”的民居风貌。其次进行了景观特色点缀，围绕道路、河道及宅基开展节点景观建设，规划建设游客服务中心、湿地公

园、“藕遇”公园等旅游设施、芦苇水弄等若干个景观节点，打造水景一体的特色景观。然后进行了道路提升改造，重点围绕

水库路、长堰路、水泾路等主干道路，实施“四好农村路”道路提档升级，实施道路拓宽、附属设施改造、绿化景观布置、架

空线整治及路灯安装，形成车行、骑行、步行的精品考察及游行路线。最后进行了水系沟通优化，完成全村域农村生活污水处

理工艺提升改造、4条镇级河道及 33条村级河道整治、打通断头浜 22个、新开河道 2段，核心区域形成“半水半田”的村庄水

系风貌，并实施水环境修复工程，力争全村河道水质常年不低于Ⅲ类水标准。形成一条船行线路，为实现“可远观、可触碰、

可聆听、可遐想”的水生态文化奠定基础。水库村依托独特的自然资源，精心雕琢并推进文旅融合，可以吸引来大批游客，实

现了乡村文化与旅游业的协调发展。通过乡村文化与旅游业的协调发展，依托丰富的水环境及水文化资源，对标荷兰羊角村，

打造文旅融合一体的“沪尚水乡”，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实现了良性循环。 

2 特色乡村文化与乡村旅游协同发展的途径 

乡村旅游产业的发展首先应以发掘当地特色文化为基础，政府要先实现当地特色乡村文化的价值，探寻当地文化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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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性等，再在当地文化的基础上发展旅游业。并且在发展乡村旅游业的同时，地方政府要进行科学规划、明确定位，重点围

绕加大乡村旅游市场的监督管理，建立特色文旅融合体系，以农民为主体，政府起到带头作用，打造美丽乡村精品村。 

2.1加大乡村旅游市场的监督管理 

对于乡村旅游市场的开发和运营，一定要有规范并且因地制宜，由于各地农村的资源条件、地理区位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不一，因此，发展乡村旅游要按客观规律办事，因地、因时、因人而异；在乡村旅游产品开发、市场定位、突出特色等方面要

加以分类指导。充分考虑当地实际，制定合理的标准措施，逐步实现乡村旅游健康可持续发展。其次，针对乡村旅游项目中旅

游产品的定价，市场秩序与必要性。违反市场秩序，损害游客利益的一切行为，应坚决制止，严惩。规范是和谐的基础，只有

互相尊重，才能使乡村逐步复兴。 

2.2建立特色文旅融合体系 

乡村旅游发展是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之一，应以满足顾客需求为指导，核心是让游客体验到当地特色，在满足游客的需求

的同时，还应确保旅游景点环境等的可持续发展。发展乡村旅游产业必须尊重当地文化，尊重文化习俗，并尊重大自然。在发

展文旅融合的道路上，必须确保自然环境不被破坏，依托农村本身资源来实现自身发展。像水库村那样，努力提高当地特色自

然资源的利用率，转变传统池塘养殖的方式，采用池塘健康生态养殖技术，建设“生态乌鳢提质续养”生产销售基地，为文旅

融合的发展奠定基础，指明方向。此外在发展特色旅游的同时，不能忘了规划和发展乡村旅游业，应把旅游业发展与农业发展

的脚步协调起来，实现协同发展，使旅游业成为农业发展的新动力。 

2.3农民要发挥主体作用 

提升农民素质是乡村旅游健康发展至关重要的一环，也是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只有农民的整体素质得到提高，提升

农民的审美和思想，从根本上避免农民的庸俗化和乡村旅游的近距离重复建设。对于乡村旅游而言，发展乡村旅游应遵循生态

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因为乡村旅游将增加对环境的破坏，而环境一旦破坏就很难短时间修复。因此，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

必须树立坚持保护第一，保护为本的环保意识。文旅融合的乡村旅游是一个重要机遇，把握这机遇要实现精神脱贫，树立起敢

于思考，敢做肯干的意识。因此，对农民的创业意向，政府要给予关心和支持，同时要激励更多农民参与进来，摆脱传统思想

的束缚，敢于抓住机遇，由此走上脱贫致富之路。 

2.4政府要发挥主导作用 

从政治层面来看，乡村振兴离不开地方政府政策的支持。鼓励有能力的企业或个人投资文旅融合产业。发展文旅融合产业，

必须依靠社会企业和资本群体，仅靠农民自身是不行的。政府可以以政策优惠来让社会企业或个人群体等参与文旅融合产业的

开发创新中去，政府可以提供政策扶持、资金注入、人员培训等多方面的帮助，不断添砖加瓦，这样更有助于乡村旅游的创新

和可持续发展，让乡村旅游模式更具有多样化。而乡村旅游模式多样化对乡村旅游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 结语 

综上所述，以往乡村振兴主要依靠农业，而对于当前的农村社会来说，重心不应再局限于农业，而是应该积极探索文旅融

合的新发展模式，借此盘活城乡闲置文化资源和旅游资源，达到快速有效发展经济的目的。农民可以依靠现有的环境条件开发

具有当地特色文化的旅游产业来发展当地经济，提高自身生活水平。水库村将特色水文化与旅游业结合起来，促进了特色乡村

文化和旅游业的协同发展，加快了农村经济状况的改善，提升了当地的知名度和农民的生活水平，其中的成功经验可以为其他

地区文旅融合模式发展提供借鉴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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