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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背景下畲族乡村民宿旅游开发研究 

——以泰顺县左溪村和竹里村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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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浙江东方职业技术学院 人文学院，浙江 温州 325000； 

2.泰顺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浙江 温州 325000） 

【摘 要】：乡村民宿旅游开发能有效促进乡村文化传承与乡村振兴。运用田野调查法及访谈法，以温州泰顺畲

族左溪村和竹里村为例，分析其民宿旅游经营现状及其产业发展难题，结合乡村振兴发展要求，提出“民宿+”的

乡村民宿旅游开发路径：“民宿+生态环境”、“民宿+文化传承”、“民宿+运动休闲”、“民宿+健康养老”、“民

宿+产业融合”。 

【关键词】：乡村振兴 畲族乡村民宿 文化传承 产业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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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国务院对促进乡村产业振兴作出全面部署，实施乡村振兴、发展乡村旅游已上升为国家战略。乡村旅游拓展了乡村

经济内容层次，乡村民宿旅游的发展迎合了农村居民的增收需求，促进了乡村文化系统发掘，也提高了乡村文化传承度和文化

自信力。部分少数民族文化在传承和发展中遇到了挑战，怎样传承与保护少数民族文化，是如今新的研究课题之一。畲族人民

主要集聚在浙江和福建，其中浙江省温州地区泰顺县有司前、竹里两个畲族乡镇，形成了独特文化习俗的畲族民系，拥有丰富

的乡村旅游资源。乡村民宿旅游开发能有效促进乡村文化传承与乡村振兴。 

1 相关研究综述 

国外学者普遍将民宿定义为利用自有住宅为他人提供住宿、游览参观等综合服务的住宿设施，并将其与留学生和寄宿家庭

关联。国内学术界主要从旅游民宿、乡村民宿、民宿产业、民宿旅游等多种角度对其进行界定。近些年来，国内乡村民宿旅游

研究，邓念梅(2014)分析了鄂西南民族地区民宿旅游开发的基础和风险，在延伸产业链条、增加游客体验、产品有序开发等方

面提出了解决对策；侯玉霞、王美钰(2018)以湖南省勾蓝瑶寨为例分析其民宿经营现状及产业发展难题，提出民族特色主题民

宿开发的 PEDMO模式。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及政策的提出，越来越多的农村地区依靠发展乡村旅游脱贫(孙万挺、葛文光、韩庆伟，

2018)，基于游客体验的村落文化创意旅游产品日益受到青睐(钟丽红，2014)，乡村民宿旅游逐步由农业体验向特色产业的差异

化、多元化转型(李忠斌、刘阿丽，2016)。 

综合来看，国内在民宿、乡村与旅游的耦合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民族地区的乡村民宿旅游研究相对滞后，畲族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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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宿旅游处于刚起步阶段，本文结合具体案例，提出乡村振兴背景下的畲族乡村民宿旅游开发的具体路径，丰富相关研究。 

2 泰顺畲族乡村民宿旅游发展现状 

2.1泰顺畲族基本概况 

泰顺境内的畲民占 15个少数民族人口的 98%，主要居住在司前畲族镇、竹里畲族乡。司前畲族镇，面积 114.5km2，人口 1.1

万，畲族占 26.6%。司前畲族镇左溪村 1952人，畲民占全村总人口的 62.3%。竹里畲族乡，总面积 47.2km2，人口 3337，畲族占

总人口的 33%，其中竹里村畲民占全村总人口的 70%以上。泰顺畲族历史悠久，畲族文化遗产丰富，其中畲族谚语、畲族刺绣等

五项列入市级非遗名录，畲族婚俗、三月三、畲族民歌等三项列入省级非遗保护名录，“畲族民歌”列入了第三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泰顺县被确定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畲族生态保护试点县，由司前镇、竹里乡举办的“三月三”文化活动成

为泰顺县特色文化活动品牌。 

2.2旅游资源分析 

2.2.1自然资源。 

泰顺司前畲族镇位于温州市泰顺县北部，生态环境优异，辖区内有被誉为“天然生物基因库”和“绿色生态博物馆”的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乌岩岭，浙江第五大人工湖——飞云湖，浙南第一高峰——白云尖。畲族聚居村左溪村，依山傍水，风景

秀丽，毗邻红岩情侣双瀑、左溪大峡谷、红枫古道、百丈飞云湖等景点。竹里畲族乡自然风光旖旎，森林覆盖率很高，乡政府

所在地竹里村，正在创建 4A级景区。 

2.2.2人文资源。 

近年来，司前畲族镇全力推进畲乡文化保护、传承与发展，依托“三月三”畲族风情、红粬酒文化节等特色节庆活动，向

游客全方位展现畲族传统民俗和人文风情。除畲族特色外，司前畲族镇还拥有新石器古遗址、温州第一位状元徐奭故里、国立

英士大学旧址、迴澜古桥、圆州古村落等历史遗存。竹里畲族乡获得浙江省旅游风情小镇、老年养生旅游示范基地、休闲农业

和乡村旅游示范乡镇等三个省级旅游示范命名，完成了彩色森林、市级森林康养基地、廉竹文化园等一系列旅游项目建设。2015

年，文礼书院入驻竹里，“文礼书院”项目计划总投资 12 亿人民币，将在 2023 年建成一个占地 100hm2唐宋风格的书院，项目

将打造成为中国国学的文化圣地、人类精神与自然的世外桃园。书院成立以来，举办了多届“寻根之旅夏令营”活动，被温州

市侨联认定为“温州市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 

2.3民宿发展现状 

泰顺县畲族乡镇紧紧抓住建设乡村旅游精品村和乡村振兴示范带的契机，以良好的生态旅游资源和基础，发展民宿集聚村。

目前，司前畲族镇左溪村共发展畲乡小院民宿群、月蓝舍民宿等 11 家，其中民宿主人是畲族的有 8 家，总投资约 1500 万元，

重点完成山里人家农家乐进行改造扩建，增设“四合院”民宿区、森林餐厅等，打造民族村高端民宿。2019 年初成立左溪村民

宿志愿服务队，对村卫生整治提升村容村貌，完善游客接待服务引导提升旅游服务质量。此外，成立左溪村乡村旅游发展有限

公司，由村里进行统一管理、营销，以公司化的模式运作，探索“以房养房、在家赚钱”的畲乡民宿模式。竹里畲族乡竹里村

以“畲乡风情”和“国学文化”为特色，打造“文化旅游、研习度假、养生养老”乡村旅游特色村，拥有 7 家农家乐，被评为

温州市农家乐特色村，省级农家乐集聚村。发展民宿 11家，其中竹里云溪民宿还被评为省级“白金宿”。村内民宿风格不一，

能满足游客的不同需求，以个体投资、个体为单位运作模式为主，开发出稻田餐厅、户外婚礼基地、茶座等相关业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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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民宿旅游发展存在问题 

2.4.1缺乏民族特色。 

司前畲族镇的左溪村，近年来，通过下山移民、分流安置等举措集体搬迁集中居住，当地村两委对全村进行了规划，将当

地村民的房屋外立面进行体现畲族元素的统一设计规范，民房变成连片的民宿。例如左溪村的民宿区，一排排土墙青瓦蓝腰带

的畲乡民居，伫立在溪流两岸。但是在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浓厚的乡村民俗文化氛围渐渐冲淡，一些生活习俗被日益汉化。

例如，很多畲族年轻人已不会讲本族语言，其它畲族文化也将逐渐消失。因此，畲族文化如何传承既关乎民族文化传承、保护，

也关乎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很多游客就是冲着畲族风情文化前来游玩和住宿，在这里若不能让他们感受到浓郁的民族风情，只

依靠一时宣传造势，终究只能使民族旅游发展有形无魂。另外，一些畲族村落虽然拥有丰富的民族资源，但是从一些畲族旅游

项目看，畲族文化内涵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掘，民族特色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示。 

2.4.2民俗旅游体验度不够。 

泰顺近几年畲族乡村旅游发展经历了很大的变化，拥有特色的畲族文化，但乡村旅游产品却没有体现出这些特色文化元素，

乡村旅游产品项目开发上也缺乏游客体验。左溪村和竹里村都有畲乡大舞台，一般有旅游团或重大节日都有安排畲族风情表演，

表演的地方有时安排在畲乡广场，有时安排在乡村文化礼堂，演员以当地村民为主，而这些节目主要以舞台观赏形式为主，缺

乏体验性。同样的还有畲拳、畲药、手工艺等。据了解，月蓝舍民宿会组织游客参与一些体育竞技活动、手工香包制作、驱蚊

虫药膏制作、编织彩带、篝火晚会等民族体验性较强的活动，但是其他民宿几乎没有开展。若是各乡村能开展水上竹筏畲歌对

唱、村民展示编蓑衣、织彩带、编草鞋、传统畲族服饰等传统民俗特色，才能让游客真正体验浓浓的畲族情谊、原汁原味的畲

族文化。 

2.4.3乡村畲民参与度不够。 

畲民是畲族文化的主体，畲民参与旅游发展会积极促进畲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目前泰顺畲族文化旅游发展中起主导作用

的主要是政府，在节庆中很多畲民还只是观众。近几年，泰顺县举办各种旅游节庆主题活动，打造畲族民俗风情，宣传力度很

大，但是出现两张皮的现象，节庆活动开展时很热闹，活动一结束很冷清。民族旅游的发展应该依托畲民的乡村生活常态及其

生存环境，然而泰顺县畲族乡村旅游发展除了开办农家乐、乡村民宿的几十家居民外，其他大多数畲民并没有参与到乡村旅游

发展建设中去。 

2.4.4民宿产业融合度低。 

畲族乡村民宿旅游发展不能单靠民宿业，必须有其它特色产业的支撑和融合，如果没有其他相关产业的支撑，畲民便没有

持续的收入来源，必将人去村空，不仅实现不了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还会导致资源的浪费与错配，民宿产业的融合发展将是

民族村落繁衍生息、生态建设、文化保护的基础。虽然近几年左溪村和竹里村乡村民宿集聚村发展迅速，基础设施逐步完善，

管理上更加规范，但是除了民宿、餐饮以及季节性较强的农业果蔬采摘，几乎没有其他产业。 

2.4.5营销手段单一。 

目前，司前畲族镇左溪村成立了乡村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民宿由村里进行统一管理、营销，以公司化的模式运作，主要通

过网上预订、自媒体等网络营销模式以及与会议团队、旅行社、文旅局合作共同营销。然而竹里畲乡竹里村民宿以个体投资、

个体为单位运作模式为主，电子商务平台层次较低，与互联网结合不足，只有居竹农庄、竹里云溪、竹里馆、竹缘等几家民宿

通过网络进行营销，网络点评率也不高，其他民宿还是靠传统的销售模式守株待兔，缺乏主动推销的服务意识，尤其是凤巢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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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娘家民宿、姥姥家民宿、兴星民宿通过公寓廉租方式长期销售给村里国学陪读的家长，年收入只有三万左右。总体上来说，

竹里村民宿销售网络较为松散，忽略了旅游整合营销以及互联网营销，没有用最优的服务去获得更好的口碑宣传。 

3 乡村振兴背景下泰顺畲族乡村民宿旅游开发路径 

作为畲乡新兴的乡村民宿旅游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但“民宿”产业与其他产业融合度较低。本文进一步丰富“乡村民宿

旅游”的内涵，深入融合生态、文化、康养等诸多要素，探索畲族乡村民宿旅游产业多元化发展。 

3.1民宿+生态环境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的基础。畲族自称“山哈”，意为居住在山里的客人，畲族人民通常依山傍水而居，乡村环境

景色优美。泰顺司前畲族镇和竹里畲族乡原生态文化环境保护较好，能吸引都市人回归乡村和自然。开展特色乡村民宿旅游要

抓住生态优势，给游客不同视觉、触觉、听觉的生态空间。推行绿色旅游、生态旅游的同时，也要注意保护其民族文化生存环

境。优化完善各民族村美丽乡村建设规划，进一步构建乡村生态循环体系，注重青山绿水保护及其转型升级，注重优化布局及

其生态文明建设，力求和谐发展。 

3.2民宿+文化传承 

畲族乡村开展民宿旅游可以充分利用畲族优质的民族文化资源。一是特色民俗小吃，畲族乌米饭、糯米弄、薄饼、豆腐娘、

内脏粉丝等，二是特色民俗，畲歌、畲拳、畲族传统礼俗、民居、畲族医药、手工艺等。这些民俗都可以打造成带有观赏性、

娱乐性、体验性的文化产品。民族文化旅游要突出民族特色，特色民族文化从本质上要进行“活态”传承。首先，活态传承需

要对畲族村中的“非遗”进行生产性保护，因为畲族很多“非遗”的内容涉及大众日常生活领域，通过生产性保护，不仅能使

这些“非遗”项目在市场环境中生存，还能建立一种良性的循环机制。其次，许多“非遗”技术要靠传承人或传统工匠才能进

行活态传承，因此，政府应承认他们的传承地位，为传承人颁发荣誉证书，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聘请传承人传授知识与技能

等，这样与畲族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传统技艺就能传承下去了。最后，活态传承应在保留传统文化精髓的前提下融进新科技、

新观念。例如，通过口述史、微信、抖音等新媒体进行文化传播，寻找持续发展与创新的灵感，使畲族村寨的“非遗”活在当

下。 

3.3民宿+运动休闲 

畲族大都在偏远山区，他们的运动方式源于日常生活。例如，“打尺寸”、“问凳”、“赶野猪”、“摇锅”、“畲族武

术”等这些休闲运动有着很强的吸引力。借助带有民族特色的休闲运动，进一步打造多元化的休闲空间。 

首先，打造泰顺田园生态运动休闲旅游圈。打造含公路自行车道、登山古道组成的非完全闭环的大圈和零散户外运动资源

串联而成的小圈，通过全县森林古道、交通绿道，连接各类运动休闲基地(如漂流、露营、瀑降、滑草、室外游泳池、垂钓、亲

子运动、户外拓展等各类体育项目基地)、农家乐、民宿，进一步从更高层次统一打造、包装和营销浙南最具特色的田园生态运

动休闲旅游圈。其次，盘活百丈时尚体育小镇。百丈镇依临浙南第一大人工湖飞云湖，小镇建有湖畔露营基地、环湖慢行步道、

樱花林、曲棍球场、垒球场、赛艇码头等基础设施，成了体育运动员冬训基地。赛艇锦标赛、亚洲赛艇训练营、马拉松赛、CBSA

美式台球国际公开赛等品牌赛事层出不穷，是休闲旅游度假胜地。利用飞云湖独特的水体自然资源，引进国家、省级水上运动

项目入驻，兴建体育康复、体育观光、体育地产、体育养生项目，打造以水上运动体验和水文化休闲为主题的“四季水上运动

中心”。最后，拓展乌岩岭山地户外运动集聚区。依托乌岩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优质的山水资源，兴建“探秘”为主题的户

外拓展项目，打造山地户外运动集聚区。该区块要点为依托天然氧吧设计的体育资源，并与司前、竹里连接。可开拓环乌岩岭

绿色骑行项目，打造浙江最美自行车公路赛；延伸乌岩岭慢谷旅游景区户外休闲项目；以司前畲族镇、竹里畲族乡为主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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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畲族体育展示和体验项目；拓展极限运动体验区。 

3.4民宿+健康养老 

康养是现代人的一种需求，也是一种追求身心健康为目的的养生、养老生活方式，可通过康养民宿发展欣赏畲族乡村周边

美景、呼吸乡村新鲜空气、开展乡村周边休闲运动、食用畲族乡村绿色食品等乡村民宿康养活动，有效调理身心、改善亚健康

状况。泰顺的畲族乡村拥有优美的自然生态和文化环境，突出村寨的康养功能，为康养群体营造安静舒适的生活空间。例如，

健康养老的民宿旅游，除了考虑老年群体的特殊需求和提供民宿基本服务外，重点突出民宿主人的“情”。一方面，在饮食上

老年群体更注重绿色、生态、本土性，康养在于休闲，摘茶叶、种蔬菜、钓鱼等休闲活动很适合老年群体，还要为老年人提供

一个读书、看报的学习空间；另一方面，作为民宿旅游的主人与老年人主客互动的真情。民宿主人要跟老人有更多的互动交流，

老人在互动中分享他们的都市生活，营造一个更加温馨的人文空间。“民宿+健康养老”能推动康养产业的发展，具有强大的生

命力。 

3.5民宿+产业融合 

以泰顺左溪、竹里等畲族聚集区域的乡村建设为重点，充分运用当地优秀的畲族文化遗产，深入挖掘畲族文化资源，开拓

特色旅游项目，打造畲族文化风情观光地，建设以绿色农业、乡村旅游等为主的农旅耦合产业。例如，左溪村深挖本地特色资

源，全面发展生态农业，扩大葡萄种植面积，发展竹木、猕猴桃、樱桃、茶叶等特色农业，发展农产品自助采摘。借助葡萄品

鉴会、葡萄采摘节及电子商务平台打造的葡萄品牌“畲乡明珠”，吸引游客前来采摘。“民宿+农业观光+休闲采摘”，以点串

线，推出集观光、休闲、体验、采摘、餐饮、住宿等为一体的精品旅游带，成为泰顺民族风情游的“网红地”。畲族乡村民宿

旅游还需进一步打造畲族彩带编织、刺绣、竹雕、竹工艺品等为重点的畲族文化产品，设立畲族文化产业“一村一品”，以传

承为核心，以产业为纽带，建设一批畲族文化产业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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