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生态建设助力乡村振兴的实践探索 

——以安吉县山川乡高家堂村乡村旅游为例 

朱於 

高家堂村位于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南端，辖 9 个村民小组，240 户，人口 859人。该村总面积 700 公顷，其中

山林面积 9800多亩，度产（毛竹两年砍一次为一度）毛竹 20万支。村内山清水秀，景色宜人，民风淳朴，是安吉

县乡村旅游的典型样本。 

一、高家堂村乡村旅游的发展阶段 

（一）生态转型阶段 

改革开放初期，为了摆脱贫困的帽子，高家堂村利用自身资源禀赋大量引入造纸厂和竹制品加工厂，逐渐实现了村庄致富和

村民增收。由于造纸企业和竹制品企业多为家庭作坊式经营，污水多直接排向河道，村庄虽实现脱贫致富，但水污染带来的挑战

也日益严峻。1998 年，安吉县被列为太湖水污染治理重点区域，高家堂村也在此时开展对污染企业的重点整治。在县委、县政

府统筹指导以及污染治理任务倒逼的整体形势下，高家堂村实现了村内产业的生态转型和水污染的有效治理，这也为今后高家

堂村开展乡村旅游的实践探索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探索发展阶段 

2003年至 2009年是高家堂村开展乡村旅游的探索阶段。在生态立村理念指引下，村里先后开展“千万工程”、小康示范村、

生态村和美丽乡村创建，改善了村内基础设施，极大提升了村庄环境和整体面貌。高家堂村也成为安吉县乃至浙江省内生态创建

及美丽乡村建设的典范，对外打响了乡村旅游的知名度。这段时期虽然偶有游客前来旅游，但多为政府考察团，停留时间不长，

效益不够突出。但在当地政府和村两委推动下，高家堂村良好的生态环境及创建成果不断吸引新一批外来资本前来投资休闲旅

游项目，村庄的旅游接待能力得以提升，乡村景区不断成型和成熟。 

（三）全面推进阶段 

2009 年至今，高家堂村进入了乡村旅游的全面推进阶段。村内成立起蝶兰风情旅游公司，相继建成海博山庄度假酒店和七

星谷景点，吸引了更多休闲观光的旅游者和自由行的背包客。东篱农业观光园、竹烟雨溪、水墨桃林、仙龙峡漂流等在建项目的

完工丰富了乡村旅游的整体业态。已通车的东篱农业观光园到水墨桃林的环村公路使原本分散的景区连点成线。即将完工的沿

仙龙湖农居改造工程即将发展成为沿湖商业一条街。高家堂旅游集散中心的运转，将旅游服务与业态有机结合起来。这些旅游元

素的注入和配套设施的完善，极大满足了游客的需求，高家堂村已成为安吉县中国美丽乡村参观考察的展示平台、游客体验乡村

风情的优选地、安吉县美丽乡村经营的典范。2020年，高家堂村集体经济收入达 361万元，2021年超过 400万元，村人均收入

超过 5万元。高家堂村逐渐进入乡村旅游的全面发展阶段。 

二、高家堂村发展乡村旅游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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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壮大村庄集体经济 

一是通过项目带动集体增收。高家堂村以市场为导向，结合经济结构调整，争取上级项目扶持，达到集体和企业双赢。通过

以资源入股、联合经营的方式与故里炊烟公司进行合作，目前在不考虑投资和经营所得的情况下仅休闲旅游项目长效管理和资

源使用费两项，村集体每年可增收 20余万元。二是通过服务带动集体增收。依托村域旅游景区的优势，高家堂村大力发展运输、

农事体验、场地租赁等服务业。通过旅游观光车，停车场收费，农事体验项目每年可获得分红资金 20万元以上。三是整合资源

带动集体增收。高家堂村有山林面积 9729亩，村结合实际，大力发展生态观光林业。通过成立竹笋专业合作社，开展林下旅游

活动，流转毛竹山面积约 3700 余亩，占全村毛竹山总面积的 86%。通过集约化经营，社企合作营销每担毛竹销售可比市场价格

高出 2元，每度毛竹为集体增收约 24万元。 

（二）促进村民全面增收 

一是劳动力转移就业促增收。高家堂村通过开展乡村经营，引进休闲项目实现了村民在家门口就业。蝶兰风情、海博、莱开

森仅这三个项目就接纳 150多位村民就业，促进村民增收。二是丰富旅游业态促增收。通过开展乡村旅游，引导村民主动参与到

旅游业态的经营中来，农居餐厅、酒吧、咖啡吧、茶室等旅游业态在高家堂村逐渐兴起，村民投身旅游经营增收致富。三是抱团

发展领“三金”增收。村民通过资源入股合作社，既可去合作社上班领取“薪金”，又可年底分红领“股金”，合作社发展旅游

项目增收还可领取“奖金”。 

（三）提升乡风文明建设 

通过发展乡村旅游，高家堂村村民的素质也在与外界的交往和新事物的接触与学习培训中不断得到提升，乡风文明建设卓

有成效。近年来村里先后获得国家级文明村、国家级生态村、国家级民主法治示范村、全国绿色小康村、全国绿色建筑创新奖、

全国生态文化村等多项国家级的荣誉。 

三、高家堂村发展乡村旅游的主要举措 

（一）确立经营模式 

高家堂村坚持“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的工作理念，采用村企合作、队组参与的方式来开展村庄经营，构建起“村企合作”

的联动运营机制。村经济合作社通过资源和现金的形式入股 30%，故里炊烟公司现金出资 70%组建了蝶兰风情旅游开发公司，凭

借蝶兰风情旅游开发公司作为经营主体来开展村庄经营。村集体负责规划和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发展环境；旅游开发公司负责经

营管理和商业运作、开拓市场，组织客源。村委会负责组织村民参与表演、导游、工艺品制作、提供住宿餐饮等，并负责协调旅

游公司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分配、矛盾纠纷的调处和政策处理；村民小组通过土地流转和劳力来支持旅游公司发展；蝶兰风情旅游

开发公司负责开展市场营销和产品开发包装，各司其职合力促进村庄经营和乡村旅游的发展。 

（二）整合村庄资源 

高家堂村通过整合村内资源，优化资源配置，打造出整体性的乡村旅游景区业态。近年来，高家堂村已投入和计划投入各类

项目资金约有 3亿 1千多万元，村集体投入资金 1600多万元，将已建或在建的各种休闲旅游项目纳入到村庄经营项目中去。利

用海博山庄，东篱农业观光园、七星谷、水墨桃林等现有的资源来满足吃住行娱购乐等旅游要素需求；结合农房改造，建设环湖

商业街；利用林道改造，建设通景观光休闲道；利用休闲观光道，使分散的业态能连点成线；通过旅游集散中心，将旅游服务与

业态有机结合起来，实现项目投资、工程建设对村庄经营的贡献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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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盘活闲置资产 

高家堂村通过盘活好现有资源，缓解资源供需矛盾，实现了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首先是掌握现有闲置资产信息库。通过

排查掌握村内可供盘活的闲置资产情况，如高家堂村有旧纸厂、旧晶板厂、旧大会堂等可供今后发展利用的资源。对于农户可供

利用的闲置农居也进行了调查，为今后合理利用闲置资产提供依据。其次腾笼换鸟挖掘闲置资产。制定相关政策对有发展空间的

企业引导其进行转型升级，对已不适应发展的企业通过回购或自行破产出让等方式进行关停，由此而留下的闲置资产就成了发

展休闲旅游项目的“宝贝”。再加上一些闲置不用的旧宅、旧校舍、旧村委会等，高家堂村总共腾出 32亩闲置土地，用于发展

乡村休闲旅游项目。再次是招“好商”盘活闲置资产。为了用好用足这些来之不易的资源，村里对引进项目设置了严格的门槛：

不仅要大好高，项目更要精致，要有特色，无污染，不仅能够带动当地产业发展，更要适合高家堂的发展方向，促进美丽乡村经

营。经过精挑细选，在没有新增一亩地指标的前提下，先后引进了来自上海、杭州、苏州等地的民间资本来投资休闲旅游项目。

通过对笋厂改造，建成了现在的竹烟雨溪度假会所、大会堂改造成了高端的别院山川度假酒店、老小学校址也已引入杭州投资商

进行开发。目前建成或正在建设的项目已吸引各类投资 1.5亿元。 

（四）拓宽创收渠道 

当前，高家堂村村庄经营主要通过三种渠道来实现创收。一是收取村域范围内各类项目的长效保洁管理费用，按项目占地多

少来收取。二是与落地高家堂村的旅游项目投资商收取综合协调服务费，即在引进各类投资项目前，先与开发商商定该费用。三

是各类投资收益。其中在旅游公司收入的分配上，高家堂村采取的是保底加分成的方式，即村集体每年固定从旅游开发公司收取

一定的费用，然后在旅游公司的经营所得再采取与投资商三七分成的方式提取收益。同时，村集体也考虑每年划出一部分收益根

据旅游项目投入的涉及用地指标多少分配给各村民小组，实现收益村民共享。 

四、高家堂村发展乡村旅游的经验启示 

（一）实现生态转型是乡村旅游发展的前提基础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开展乡村旅游的基本前提。高家堂村坚持生态立村、生态经济强村战略，大力开展生态建设，完成生态转

型。自 2003年开展“千万工程”以来，特别是 2008年高家堂村创建中国美丽乡村精品村后，村庄环境更加优美亮丽，全村已初

步成为一个生态环境一流、新农村建设示范的大景区。在生态建设的同时，高家堂村更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村里对所有旅游资

源作了分类整理，并制作了标示说明，对其进行保护性开发。在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高家堂村坚持休闲经济建设与美丽乡村融合

发展，坚持做到经济建设与美丽乡村建设两不误，坚持做到美丽乡村与休闲功能相结合，休闲经济发展呈现良好态势。通过改善

综合环境，实施村庄环境整治提升，增设休闲旅游硬件设施，营造休闲旅游大氛围。 

（二）完善基础设施是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保障 

高家堂村美丽乡村建设已初具成效，如何把建设成果转化为资源进行经营，成为乡村两级工作的重点。村班子领导立足村域

大景区建设，旅游一盘棋思想，根据村域特色，深入挖掘内部资源，初步形成美丽乡村经营方案并展开了积极尝试。旅游配套设

施是产业崛起的根本保障。近年，高家堂村重点做好“拉框架、打基础”的前期工作，积极投入资金用于配套设施建设，夯实村

域旅游大景区建设的基础框架和支撑系统。 

（三）做好品牌宣传是乡村旅游发展的动力来源 

为更好地宣传高家堂，倾力打造高家堂旅游五星级乡村生活街区目的地形象。在对现有旅游资源进行全面整合的基础上，村

里加大了对外宣传营销的力度。在氛围营造上，以多方式、多途径开展宣传营销，通过以高炮广告、宣传手册、媒体报道等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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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创建工作和旅游工作的影响力，曾先后在浙江电视台、安吉电视台等做了大量的宣传报道，同时还举办了多项活动吸引游

客，得到了村内居民的普遍认可和支持，全村上下联动全力为游客营造了一个良好的旅游氛围。 

（四）保障村民利益是乡村旅游发展的价值旨归 

高家堂村开展乡村旅游坚持以人为本，即以当地农民为本，保证村民的充分参与，通过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提高当地村民

参与乡村旅游的积极性和保护乡村旅游景观的自觉性，提高村民对旅游开发的积极性和长久支持力度，这成为高家堂村发展乡

村旅游遵守的最重要原则，也是提高高家堂村乡村旅游的吸引力和保持乡村旅游持久生命力的有效途径。发展乡村旅游是一项

系统性工程，高家堂村充分认识到乡风文明的重要性，狠抓村民及从业人员的文明素质提升。通过文明创建、美丽家庭建设、村

规民约的修订、教育培训的强化等各种措施来提升人的素质，保障了乡村旅游的良好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