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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互动视角下的乡村旅游特色发展路径研究 

——以盐城学富镇中兴街道周伙村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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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继生态文明、美丽乡村建设之后的乡村振兴方针政策下，科学合理发挥每一寸土地的作用，统筹规

划安排乡村发展、建设，显得尤为重要。本文结合江苏省盐城市学富镇中兴街道周伙村特色文化村的规划与打造实

践案例，从而摸索一套适合本土自身特色的美丽乡村建设与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系统方法，以期为其他乡村的建

设与规划提供一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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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落实“产业特色鲜明、人文旅游胜地”的总体目标，江苏省盐城市提出以文化资源为基础，创建特色的文旅互动项

目，延伸乡村旅游产业链、丰富游学内涵、建设美丽家乡游线，引导小城镇市民享受慢休闲、慢行生活方式，推进家乡文化保

护、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不仅保护其特色文化的精神需求，而且更有效地复兴生态文化环境的重要策略。[1]中兴街道周伙村地

处盐城市西郊，朱沥沟下游。苏北平原农田风貌保存较完好，并且有保存完好的苏北老学校和村落。围绕“有特色的乡村旅游”，

学富镇提出了建设“功能完备、城乡协调、社会和谐、生态文明”的现代工贸型小城镇的总体目标。周伙村作为学富镇域内一

个特色鲜明、资源丰富的村庄，理所应当在“特色小镇一一江苏首个生态儿童文学乐园”的建设中有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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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 

新时代乡村旅游项目，是生态环保、可持续发展的，以新农村自然田园风光、现代种植与生产、农民生活与赖以生存的环

境，以民风民俗为旅游主体吸引着消费者，以城市长居人口为目标，满足消费者乡间特色、度假体验、生态游憩、环境宜人等

需求的休闲娱乐活动。[2] 

乡村旅游源于欧洲国家，著名的有德国卡尔斯草莓庄园。它是德国乃至欧洲经营很成功的家庭儿童体验式主题乐园之一，

1921年由老祖父卡尔斯创立，经过三代人的努力,已经发展成在波罗的海沿岸大型连锁体验型草莓农庄，完成了从第一产业到第

三产业的完美结合。它不仅是德国休闲农业鼻祖，也是德国最成功的儿童体验农庄模式。 

我国乡村旅游兴起于 20 世纪 80 年代。其中典型的有“绿城理想农庄”（位于浙江省峡州市甘霖镇施家舂村）。绿城理想

农庄是绿城“理想小镇”理念下建设的第一个实体农庄，采用庄园模式。这座青瓦白墙的农庄，正是农业小镇的最小单元，也

是小镇的“细胞”。 

庄园主要用途为休闲度假、养生养老。其主体建筑是一栋约 500 必的中式宅院，户外是前庭，后院、菜园、大片农田和果

林的“庭院田园”四级体系。乡村旅游开始受到广大消费者的青睐，很多农村也学习并效仿了绿城理想农庄的经营模式。 

2 美丽乡村建设与乡村旅游的关系 

提出美丽乡村、乡村振兴的总目标，兴建与发展美丽乡村，完善了广大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提升了农民保护生态环境和

文化特色的意识，推进新农村的发展和建设。乡村旅游有助于构建农村一、二、三产业间相互互动融合的关系：一方面建设美

丽乡村，修复乡村景观、弥补青年人口流失造成“空心村”的局面，保护与传承本土特色、民间习俗,建设良好的生态环境，为

乡村旅游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基础与竞争力，刺激了乡村旅游的吸引力；另一方面，乡村旅游促使农民经济创收、农村产业结构

完备、提升农民保护乡村环境意识、保护本土文化理念都有积极的作用叫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叫整体来说，

这对缩小城乡贫富差距，居民增加经济收入，幸福指数上升，进一步加快城乡一体化建设与可持续性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5]。 

3 盐城学富镇周伙村文旅互动实践案例 

3.1 现状特征 

3.1.1乡情文化 

《草房子》是作家曹文轩创作的一部儿童文学长篇小说，周伙村有曹文轩故居，以及其创作的小说《草房子》一书里提到

的油麻地小学的原型。 

3.1.2建筑文化 

周伙村的建筑结构与其他村庄有所不同，主要是屋檐的结构不一样，比如说亭，再比如说老屋子还保留有当年的木制房屋

梁结构。 

3.1.3水乡文化 

周伙村水网密布，河道纵横，具有特色水岸景观，是名副其实的水乡泽国，有里运河、反帝河、跃进河、串场河等，水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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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穿村而过。 

3.1.4革命文化 

革命烈士纪念碑与烈士陵园就位于学富镇。学富镇是以革命烈士杨学富名字命名的英雄之镇。 

3.1.5田园文化 

该区域地势低洼，湖荡相连。目前，该区域已形成水稻种植、绿化种植和水产种植、提水养殖等为主导的产业链。 

3.2 文旅互动科学发展策略 

3.2.1突出主题形象 

草房子项目乐园是周伙村典型的文旅互动特色项目，是以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的经典作品《草房子》为原型而打造的

主题乐园，占地面积为 224342m2。结合周伙村地域文化和特色资源，按照“认同感、地域感、真实感、归属感”的原则，确定

周伙村的发展定位为“以水为脉、以文串景，打造独具特色的乡土风情儿童文学旅游新名片”(见图 1),从吃、住、行、游、学、

购、娱的功能上提升旅游影响力[6]。 

(1)蟒蛇河风景区 

以蟒蛇河风景区建设为契机，借周伙村湿地水乡的自然特征，及学富镇百姓的人文风情，打造游、玩、住、吃一体的乡村

河道度假游。 

(2)烈士之乡、抗日烈士纪念碑等红色文化 

缅怀革命先烈、纪念红色革命岁月，牢记使命、不忘初心。红色革命基地与绿色乡间旅游相耦合，红色旅游与乡村旅游功

能互补、互相促进、互利共赢[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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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草房子项目乐园 

草房子项目乐园是以文学作品而打造的主题式乐园,集乡情、文学、休闲、娱乐于一体的多功能少儿文学为主题的博览园(见

图 2)。 

 

3.2.2明确功能定位 

规划以“水乡文化、本土文化”为主线，强调“红色文化、绿色文化、文学文化”三大特色，打造乡村旅游冏。周伙村三

大功能定位有：红色革命教育基地、水乡生态廊道景区、少儿文学交流中心。 

3.2.3创新旅游产品 

周伙村新农村建设依托本土特色资源和深厚的地域文化底蕴，极力打造“生态、革命、水乡”等特色资源，以本土文化为

底蕴的特色景区[9]。 

(1)蟒蛇河廊道旅游区 

蟒蛇河廊道历史久远，意义非凡，规划突出水环境的治理与改造。利用河道建设水上乐园、欢乐水世界、亲水平台、垂钓

中心等慢性休闲系统，形成一水一景、移步异景的效果。注意串联各景观节点，并在其中设有步行系统、自行车环游系统。 

(2)抗日烈士纪念碑革命基地 

整合附近其他的红色资源，结合其他烈士陵园旅游路线，形成多景点的红色经典游线，打造寓教于乐的红色教育基地。 

(3)本土文化景区 

草房子乐园项目位于盐都区学富镇中兴街道周伙村境内，西侧跃进河，南侧为反帝河，与盐淮高速 S18 形成三角区域。项

目整体定位是以草房子乡情文化为主题、以研学教育为中心、以素质拓展为内容，其融入曹文轩先生多部文学作品,涉及五大特

色文学乐园；并且，紧扣草房子的“草”主题、大自然的动植物主题，设计了生态气息浓郁、可玩性强的节点,在空间上进一步

划分动、静娱乐片区，兼顾不同的游憩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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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区共分六个板块:入口服务区、素质拓展区、上学路上区、研学教育区、追忆怀旧区和风貌还原区(见图 3)。 

3.3 总体布局 

结合学富镇美丽乡村功能片区的划分和乡村文旅互动的线路安排，规划形成“一廊、两带、三区”的多功能结构[9]。 

3.3.1“一廊”：三色地域文化长廊 

学富镇美丽乡村将地域特色文化植入乡村景观，并按照各自特征，可划分为绿色沿河生态文化景区、红色抗日纪念文化景

区、白色儿童文学景区、蓝色水乡文化景区，打造学富镇鲜明的特色产业项目，推进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 

3.3.2“两带”：蟒蛇河景区生态风光带和农村本土田园风光带 

(1)蟒蛇河景区生态风光带 

蟒蛇河乃盐都区的“母亲河”，挖掘其生态特色资源,营造自然河流廊道生态，设计河道滩涂的多级湿地，改造河道堤岸环

境，实现河道的亲水岸线设计相结合等美丽乡村建设。“保护是最明智的开发，开发是最好的保护”，强调资源保护和生态环

境建设，实现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10]。 

(2)农村本土田园风光带 

基地内植被大部分为田地，东侧沿高速及生产河沿岸有部分林地。基地周边为苏北平原田地，内部有部分农田，水系发达，

水网交织。乡村旅游推动了现代农业经济体系建设，科技农业、观光农业、生态农业等快速发展，农村产业结构得到优化和调

整；乡村旅游带动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速，特色农业亮点初显，创成市级现代农业园区，水生蔬菜特色产业园区初见雏形，

知名度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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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三区”：本土居民区、生态防护林区、现代休闲农业区 

(1)本土居民区 

保护与发扬本土特色建筑结构，维持和保护当地居住区(苏北草房子)的建筑特点。周伙村，其村庄建筑多半是青砖黛瓦的

三间主屋，大门朝南，两间厨房或朝西或面东，连着掩蔽一隅的猪圈、厕所，围起院墙即成为一户标准的里下河人家。学富镇

最早都是草房子。20世纪 50年代，这一带农房以“土坯草顶”的平房居多，这类农房大多为土木结构，墙体为土坯，外墙面加

抹一层黄泥，屋顶用秸秆和土加水和成抹顶，屋面覆一层茅草，受限于当时的经济条件，这类茅草房仅以实用为主。后随着社

会经济的进步,本土农房又经历了“单层瓦房、独幢楼房”的结构演变与建材更替阶段。 

(2)生态防护林区 

依水而建防护林，湿地植被景观丰富。周伙村所在的里下河地区，西起里运河，东至串场河，优越的自然环境给湿地植物

尤其是水生植物的发展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基地内有广阔的荡滩、洼地、河沟，以及茂盛的芦苇、菱草、蒲草、孽养、慈

姑、芡实、莲藕、菱等多种水生植物，这些质量好、产量大的水生植物果实，成为当地的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和当地经济的主

要支柱。另外在因地制宜、生态平衡的前提下，科学、适当地配置本土陆生植物。乔木、灌木、草本相互搭配、错落有致、营

造出横竖向上的变化曲线。合理配置常绿和落叶植物品种，加强生态防护林的建设。 

(3)现代休闲农业区 

该区主要依托现代农业园区和小农户小番茄、草莓园，打造水生蔬菜特色产业园与休闲农家乐等为主导的产业功能区，促

进产业升级、产业转型、产业振兴，巧用现代化的生产方式致力于升级农业产业；规划设置草莓等水果采摘园、开心农场等实

践体验性项目，提升农业观光旅游的现代化服务。努力营造农民创收环境与生产积极性、实现增加收入，切实提高农民满意程

度。 

4 结语 

美丽乡村的建设需依托其本土自身的特色文化，既是环境治理的高配备，又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优化。乡村振兴是美丽乡村

建设的升级，保护和发展当地特色资源。实现科技振兴、人才振兴。美丽乡村的规划与建设中，应深度挖掘地理、水文等自然

资源，历史、文化等特色资源，保护与传承农村习俗文化，突出农村乡间田园氛围。同时，紧抓因地制宜、可持续发展、乡村

特色旅游的契机，加大力度推进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创造良好环境，使农民增加经济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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