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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背景下东阳传统村落旅游发展路径研究 

周鑫蓉
1
 

(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大学，浙江 东阳 322100） 

【摘 要】：传统村落是宝贵的文化遗产，也是重要的乡村旅游资源，在乡村振兴背景下，传统村落可以大力发

展旅游业，使其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东阳传统村落旅游资源十分丰富，对传统村落的保护性开发，可

以实现富农增收，文化传承，实现传统村落的可持续发展。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东阳古村落旅游创新发展的相

关对策。 

【关键词】：乡村振兴 传统村落 旅游 

【中图分类号】F320.3【文献标识码】A 

发展乡村旅游是助推乡村振兴的重要策略。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发展乡村旅游是国家扶贫致富的有效方式和困难群众脱贫

致富的重要渠道。传统村落，是指村落形成较早，拥有较丰富的文化与自然资源，具有一定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经济、

社会价值，应予以保护的村落。截至目前，中国共有五批共计 6819个村落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2020年初，旅游业虽然

受到新冠疫情的极大冲击，但随着防疫复工，文旅行业已经在抗疫复苏中加速前行。在乡村振兴背景下，传统村落仍可以大力

发展旅游业，使其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东阳历史悠久，古建筑遍布城乡各地。东阳已有多个村入选中国传统村落。

通过对东阳传统村落旅游发展路径研究，可以为东阳乡村振兴提供帮助。 

1 东阳传统村落旅游的发展现状 

1.1传统村落旅游资源丰富 

悠久的历史使东阳拥有丰富的村落旅游资源。截至 2019年 6月，东阳市已有 14个村(蔡宅、大爽、李宅、白坦、厦程里村、

西坞、雅坑、林村、葛宅村、郭宅村、渊头村、吴良村、前田村、北后周村)被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这些传统村落蕴藏着丰

富的历史文化、传统景观和建筑技艺。以蔡宅为例，作为有着 900 年历史的名村，蔡宅现存古建筑 200 多栋。除了古建筑，这

些传统村落还承载了一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郭宅大蜡烛(一种工艺巨蜡)是浙江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有 600 余年的

历史了。每年正月十八日庙会，郭宅都要举行擎抬大蜡烛活动，一直沿袭至今。以东阳北后周村为例，其拥有特色工艺——竹

编。在北后周村的 300多户农户中，至今仍有 20多户从事竹编。李宅村的花灯则已是远近闻名。李宅花灯始于明代，是当地一

大习俗，在 2015年，李宅花灯就被列入金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他村落也都有着自身独特的旅游资源。 

1.2政策支持 

各级政府支持传统村落和民居保护，浙江省政府 2016 年发布了《加强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的指导意见》，2019 年发布《浙江

省传统村落保护技术指南》。东阳市政府高度重视传统村落的保护和开发，各村也一直注意保护古树名木和名人故居、古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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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村落等历史遗迹；挖掘整理传统村落历史文化相关资料，积极做好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2018 年以来，东阳市以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三年行动计划为指引，以“十美村十差村”考核评选活动为载体，大力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注重统筹推进全域传统村

落的保护和旅游的发展，政府也支持传统村落发展研学旅游、特色民宿等。 

1.3区位优势明显 

区位优势是一种复合型的综合优势，主要由劳动力、地理位置、交通等因素所决定。从区位条件分析，东阳市地处浙江中

部，属长江三角洲经济区，客源市场广阔，游客数量大；境内高等级公路密集，金甬高速、诸永高速等公路贯穿全境，与周边

城市如义乌、永康、嵊州等形成了半小时经济圈，与杭州、宁波等地也有密切的交通往来，交通中转站优势突出。目前，金义

东轨道、杭温高铁东阳段、金甬铁路东阳段均在建，三条铁路建成后，将进一步改善东阳的交通条件。东阳素有“建筑之乡”

和“木雕之乡”之称，在浙中及华东地区都有极大的旅游吸引力。东阳横店镇是全国知名的影视旅游镇，有“东方好莱坞”之

称，在全国都有一定的影响力，也有着较强的旅游承载力。 

1.4发展不均衡 

东阳传统村落旅游发展现状不一，有些传统村落比较早就开始进行旅游开发，开展了旅游庆典活动、对村落进行了旅游规

划建设等。如蔡宅村自 2015年开始就在“五月五”举办集历史古建、名人文化、农家美食、传统趣味活动等内容为一体的端午

旅游节。同样是传统村落的林村却面临着保护与开发的双重任务，土地稀缺、村民的建房需求与传统村落保护存在一定的矛盾。

部分村民改善住房条件的愿望得不能满足，当地村民仍需要寻找传统村落保护与乡村旅游的平衡点。总体而言，受到村落资源、

地理交通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东阳传统村落之间的旅游发展状况有着较大的差异。 

2 东阳古村落旅游发展面临的挑战 

现在旅游已经发展到全域旅游阶段，乡村旅游和传统村落保护之间存着在密切的联系，也产生了保护和开发之间的矛盾，

东阳作为历史文化古村落保存数量较多的地区之一，当前很多地方的古村落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极大的挑战。 

2.1开发力度还有待提高 

首先，东阳有丰富的传统村落旅游资源，但目前乡村旅游发展得比较好的村落并不是很多，还有不少村落存在开发潜力，

但却没有得到有效的开发。其次，旅游项目比较单一，仍然停留在观光游为主，“深度旅游”则较缺乏。就已经开发的村落旅

游项目而言，项目缺乏创新，吸引力不强。再次，大部分传统村落游玩的项目比较单一，旅游产品雷同性较高，而一般的村落

本身旅游区域不大，吸引力也十分有限。 

2.2配套设施有待完善 

近年来东阳村域基础设施有了极大的改善，基本上各村落的公路、电力、饮用水、互联网等实现“村村通”；但不少传统

村落景点存在入村道路狭窄、路面破损、停车难、公共交通不够方便、公共厕所较少、餐饮和住宿条件跟不上，旅游标识系统

不够完善等问题，从而不利于村落旅游的发展。不少村落的自然环境优美、古建筑遍布。但有些村落的卫生状况仍需要加强，

存在垃圾分类不到位等情况；卫生条件有待进一步加强。 

2.3村民的参与性不够 

传统村落的创造者和传承者是当地村民，传统村落最适合的“守护者”也是当地居民。然而，由于乡村产业状况等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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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村落中人口老龄化等问题严重，村民参与旅游发展度低，传统村落中旅游从业者、返乡创业的青年仍是少数。在乡村振兴

战略下，乡村教育、医疗等设施也要同步发展，加强传统村落居民的归属感、认同感。不断增强当地村民对村落传统文化的自

信心，进而主动地加入传统村落发展的行动中来。 

3 东阳古村落旅游发展路径研究 

对保护传统的最大的保护就是将其价值挖掘、利用起来。实现与旅游产业的对接。东阳各个古村落有着各自独特的自然资

源条件、经济发展水平、产业发展特点等，在进行乡村旅游开发时，选择适合自身特点的旅游发展路径。 

3.1突出独特资源 

按照各村镇乡村旅游的特色，东阳古村落旅游在发展过程中，应深度挖掘文化内涵，以区域古村落某核心旅游资源或独特

资源为龙头，以此规划和发展。如厦程里村应突出其戏剧文化。村中的慎德堂建造于清嘉庆年间，有《赵氏孤儿》《窦娥怨》《三

顾茅庐》等 200 多幅戏剧内容的木雕精品，图案清晰，造型完美，人物栩栩如生，至今保存完好；被戏曲专家学者誉为“凝固

的戏剧舞台”。厦程里村可以结合婺剧等戏曲文化，在旅游活动中融入戏剧表演，以戏剧文化为核心，开发相关旅游产品，展

示当地文化软实力，将戏剧魅力与旅游资源相融合，突出自身的特色，促进文旅融合发展。李宅的花灯、北后周竹编、郭宅大

蜡烛等都十分独特；东阳各传统村落要通过文化为魂活化古村、因地制宜地发展旅游。 

3.2走特色化发展道路 

东阳人杰地灵，历史悠久，东阳古村落在发展旅游过程中深度挖掘其文化内涵后，应走特色化发展道路。传统村落由于孕

有深厚的文化底蕴，适合大力发展研学旅游，目前，东阳传统村落中已经有多个村落被列为了研学旅游基地：东阳市北后周村、

蔡宅村、葛宅村被列为了东阳市中小学研学实践教育基地(2019 年)，蔡宅村被列为了金华市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2020

年)。研学旅行有巨大的市场潜力，已经列为研学实践教育的村落，要完善研学活动组织、研学旅游课程和线路研发、集中接待

等功能。培育创新型研学旅游产业链，从整体保护文化遗产，也能实现特色旅游的发展道路。此外，东阳传统村落文旅资源丰

富，交通区位优势明显，可大力发展特色民宿、“共享农房”，通过拯救老屋、改造利用闲置民房，发展一批精品民宿，并将

民宿休闲游和乡村采摘游等结合发展，带动乡村产业发展，实现村民增收致富。 

3.3以全域旅游为指导，规划先行，连点成面 

在大力发展传统村落旅游业的同时，要制订村落保护和开发规划，统筹发展。发展全域旅游，不以单纯传统的景区景点来

建设，而是把城乡建设、美丽乡村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等与旅游结合，做到“处处有风景，时时见风景”。单个的村落其旅游

资源和规模都比较有限，要把村落与村落之间美丽的风景串联起来，连点成面。意大利的五渔村在发展旅游过程中就把五个传

统村落联系成为整体，增强了自身的吸引力，又分担了旅游发展所带来的压力。所以，东阳的传统村落之间应联合起来，打造

一些精品旅游线路，增强吸引力。东阳虎鹿镇就有葛宅村、蔡宅村、虎鹿镇厦程里村、西坞四个村落被列为了中国传统村落。

村落之间加强联合与合作，互惠互利，有助于旅游的进一步发展。 

3.4不断完善配套设施 

随着旅游的发展，传统村落的配套设施也需要不断的完善。首先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继续进行“厕所革命”，增建公共

厕所，建设或者扩建停车场。第二，加强环境美化，继续做好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清运、村庄院落环境整治、村庄公共区域绿化、

美化等。传统村落的美化，要做到修旧如旧，在古建区、古街区域的建设，应注意古朴、去现代化，如古街道的道路应是石板

路、鹅卵石道路等。第三，加强旅游设施建设，东阳传统村落旅游的发展不应停留在观光层面，要丰富游客的旅游体验。可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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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错落情况开发一些适旅游活动项目，建立一些旅游设施。 

3.5加强村落旅游的营销宣传 

如今，信息资讯发达，旅游区竞争也十分激烈，旅游业发展已经进入大旅游营销时代，旅游目的地要不断对外宣传，吸引

游客。目前东阳传统村落旅游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因此村落旅游的营销宣传很重要。首先要以新媒体为载体进行乡村旅游产

品宣传，随着互联网和智能手机应用的普及，微信、抖音等新媒体平台的宣传作用非常明显，要充分利用新媒体和各种渠道来

推广村落旅游项目。其次，开展特色乡村旅游活动，并将线下活动与网络直播相结合，实现线上与线下的有机融合。在 2020年

疫情期，蔡宅端午旅游节与“美好生活·浙播季”直播带货活动相结合，不仅吸引了游客，而且促进了农产品销售，销售额达

到了 112 万元。传统村落营销还要充分发挥自媒体的传播作用，通过自媒体与其他新媒体平台的资源互换进一步扩大乡村旅游

的宣传范围。总之，要利用各种平台尽可能地扩大影响力，提升传统村落的旅游形象，增加乡村旅游的收入。 

4 结语 

传统村落的民居建筑、文化等都需要在使用中保护传承，如果像文物一样将其孤立起来保护，很快就会消失。对传统村落

的保护应保持一个原则，即形态传统化、功能现代化，在保护的同时要充分利用挖掘其资源，发展旅游业及相关产业，实现传

统村落的可持续发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东阳传统村落的保护发展在有序推进，

成效显著。传统村落旅游的发展，定能实现富农增收，文化传承，实现东阳传统村落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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