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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文旅一体化助力五泄镇美丽经济发展研究 

康小梅 唐礼勇
1
 

（浙江农林大学 文法学院，浙江 杭州 311300） 

【摘 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产业发展是重点，大力支持一、二、三产业联动发展，为农业、文化、旅游产

业一体化融合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时机。农文旅一体化融合发展为释放农村活力、发展现代农业、促进农民增收提供

了有益探索，也为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了创新实践。通过调查诸暨市五泄镇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文旅一体化发展

的现状，分析了其目前发展过程中存在缺乏系统组织和规划、基础设施不完善、旅游资源整合力度较小、旅游产品

深度开发较低、对外宣传推介程度不高等问题，并根据问题提出了坚持政府引导，科学规划管理、融农文产业，提

升乡村旅游产品品位、产品开发突出乡村特色、加强综合管理，优化整体环境等方面出发，构建未来诸暨市五泄镇

农文旅一体化的高质量、可持续融合发展新模式。 

【关键词】：乡村振兴 农文旅 一体化 发展 

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以来，各地掀起了发展乡村旅游的高潮。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打造特色亮点农业，实现农业改革，强化文

化润色，跟上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才能真正拓宽农户增收渠道。中央一号文件指出，“'产业兴旺'不仅是乡村振兴的重点，也

是乡村振兴的突破点。”诸暨市五泄镇加强探索发展“农文旅”一体化推动乡村旅游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五泄镇乡村旅游发展现状 

1.1五泄镇概况 

五泄镇位于诸暨市西郊，交通便利，区位优势明显，有双金线、三环线与城区联通，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古镇，古称之“三

阳三州”之地。以山地丘陵为主，境内群峰叠翠，山水映衬，植被丰茂，水资源、森林资源丰富，森林覆盖率达 90%以上，古木

众多，孝廉传家，地杰人灵，素有“银杏之乡”的美誉，是全国环境优美乡镇，省卫生镇、省森林城镇和省级美丽乡村示范镇，

境内有天然氧吧、国家 AAAA级风景名胜区五泄风景区，是诸暨旅游的发源地。受五泄风景区“金字招牌”影响，近年来，五泄

镇以旅游乡镇定位自居，辖区内各村、社区悄然兴起打造乡村旅游目的地之风。 

五泄镇作为山区乡镇，山多地少，以及五泄风景旅游区旅游保护控制线、青山水库二级饮用水生态保护控制线等均不同程度

上制约着五泄镇的总体发展，如何扬长避短，积极利用“好山、好水、好风光”的生态品牌，探索出一条适合五泄镇快速发展之

路，一直是近几年来政府的中心工作。政府通过认真挖掘梳理发展资源，积极对照政策导向，基本形成了一条镇景一体、共荣共

生，积极打造五泄湖环湖旅游区、五泄江两岸风景线、三乡景观带，做强做精五泄生态旅游综合体品牌，做细做实乡贤共建助力

乡村振兴文章，实现乡村产业兴旺的总体规划。 

1.2五泄镇乡村旅游的主要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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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泄镇乡村旅游主要呈现三种类型：一是以五泄风景区为依托或景区外溢效应的景区带动型；二是以民情风俗、传统节日，

举办特色节会为依托的特色带动型；三是以历史文化名人和历史古村落为依托的历史文化带动型。 

1.3五泄镇乡村旅游的特点 

五泄镇开展的乡村旅游主要特点及现状：一是突出政府主导。近年来，五泄党委、政府坚持把乡村振兴作为推进社会主义新

农村建设的重要举措，制定了相应的发展目标和政策，形成了镇、村、农户联动推动乡村旅游发展的格局。出台了《五泄镇乡村

旅游发展激励政策》《五泄镇激励发展民宿+农家食堂+无公害蔬菜园扶持政策》《五泄镇“星级农家乐”准入退出管理办法》等相

关政策文件，有效刺激和推动乡村旅游勃兴和初步发展。二是调动内生动力。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挖掘农民的智慧，依靠、发

动乡贤资源，积极引导乡贤回乡投资、引流有效资源，招引发展项目，促进乡村旅游快速发展。三是彰显自身特色。依托核心景

区，围绕“原生态、农家屋、特色菜”做文章，依托银杏、荷花、古建、红枫等特色，打造出与众不同的风格和特色。 

2 五泄镇乡村旅游发展存在的问题 

时下，人们对农村旅游的热爱已不是看一看、玩一玩，而是有着更加多元化的向往。五泄镇乡村旅游发展却仍停留在“短旅

游”经济，即短途短时间短效益的表层旅游，缺乏深层加工、农耕体验、观光旅行、休闲度假、康健养老、文化教育等多种功能

拓展。乡村旅游发展制约因素较多，发展短板明显。五泄镇乡村旅游仍在起步阶段、仍以粗放型为主。 

2.1缺乏系统组织和规划 

主要表现在缺乏全域性系统性旅游规划，与景区规划脱节；传统村落保护利用规划、村庄规划、历史文化村落规划、精品村

规划多头指导，各自为政，规划设计千镇一面，浪费资源。因景区红线和二级饮用水源保护两个红线影响，制约因素较多，规划

考虑不够细致全面，容易流于形式。缺乏系统组织，民宿、农家乐发展自发性、盲目性较大，低层次开发，未形成集聚和特色。

由于没有进行统一计划，与旅游景点之间也缺少联系，共生性极差，对旅客的招引力很低。 

2.2基础设施不完善 

基础配套投资主体单一，主要以政府投入为主，投入资金远远不能满足乡村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基础设施仍不完善，功

能配套不全。旅游场所的建筑、装饰、服务设备简陋，道路交通、泊车场地、公共厕所、垃圾处理、投宿和饮食卫生条件等方面

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不能较好地满足旅客吃、住、行、游、购、娱等多方面的需要。 

2.3旅游资源整合力度较小 

五泄景区对周边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辐射带动力较低，农家乐参与旅游接待数量较少。同时，以休闲农业为主的第一产

业和以村庄旅游为主的第三产业之间的整合力度不够，农产品就地转化成旅游产品的程度不高。白杨山庄、里蒋坞猕猴桃基地等

农业品牌直接进入市场的较少，观光农业仅停留在“赏”的层面上，没有走在“买”的道路上。 

2.4旅游产品深度开发较低 

五泄镇全镇旅游资源分散、景点串连度不够，农事体验性活动基本空白、文化资源挖掘不足。同时，通过实地走访各村几家

农家乐、民宿，泄峰村乡村旅游发展较早的村，2006年已是省级农家乐特色村，15年来新生的农家乐、民宿不多，老牌的却纷

纷倒闭。现在农家乐、民宿主要以用餐为主，参与性不强，体验性活动缺乏，无深加工农产品及伴手礼开发。广泛存在产品粗拙、

内容单一、项目类似、经营粗放、布局不合理、功能不配套、特色不明显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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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对外宣传推介水平不高 

近年来，虽然举行多届荷花节、乡贤助力乡村振兴等宣传推介活动，但整体效果不尽如人意。到五泄镇的游客以旅游目的来

分析，大部分主要是游览五泄景区后延伸游、受节会集中宣传影响，来赶热闹等内容，就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慕名而来的游客较

少。 

3 五泄镇寻求“农文旅一体化”发展新模式 

农文旅一体化发展是在尊重农业产业功能的根本基础上，合理利用并开发农业旅游资源，深度挖掘文化，将农业农村发展、

文化底蕴彰显与旅游产业的创设及推广相联合，助长“以农促旅、以文带游、以旅兴农”的旅游发展之路。 

2018 年以来，五泄镇政府找准发展定位，提出“一区一江一带”发展路径。近期，着力打造以西皇村、红枫岭村、十四都

村为主线的“三乡”景观带，计划以点带面，串点成线，带动整镇乡村旅游发展。在此基础上，以景区为依托、以消费旅游市场

为导向、重点突出乡土特色，以农民为主体，加快农业、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按照现代性服务理念，打造村庄旅游发展的品牌。 

3.1坚持政府引导，科学规划管理 

鉴于小农思想的局限性和五泄镇乡村旅游发展的自发性和松散性，在乡村旅游发展中，政府不可缺位，要做好自然资源、文

化资源、人才资源等各类资源梳理、整合，做好政策、资金和人才引导，以确保注资的精准性和高效性。政府应该进行市场及本

地实际情况调研，开发时应考虑市场客源问题、未来发展潜力问题、环境承载能力等因素；认真研究上位规划，结合五泄镇发展

互动式、体验式农业，根据文化资源分布、可开发利用程度情况进行全面评估，因地制宜，合理布局五泄镇全部乡村旅游景点和

线路，以保证五泄镇乡村旅游发展的整体性和协同性。例如打造三乡景观带乡村游线路：马鞍山古建(民俗文化体验)-荷花塘区

域(世界荷花博览会)-树女学堂文化体验-红枫岭村赏红枫(采茶制茶品茶)-白杨山庄采摘体验-和美西皇主题公园(三乡农创

园)-仙师殿宗教文化、素食文化-浅滩烂田儿童体验区-西青大礼堂(民宿及民宿文化)-里蒋坞中药养生体验-游步道-周氏宗祠。 

3.2融合农文产业，提升乡村旅游产品品位 

大力发展体验式农业，加强文化润色。比如三乡景观带沿线打造家庭农场体验农事活动，让游客吃田家饭、住农家院、干田

间活，享用自己劳动果实，体验一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农村乡野生活；经营现代果场，开展“采摘游”“骑行游”

等。开拓花卉种植，婚庆摄影和亲子摄影基地，甚至可结合婚庆礼仪举办婚礼，花卉美容、养生等。多方位、深层次地将五泄镇

的各种传统文化、家庭关系和社会组织形式、乡村建筑、有文化底蕴的乡村节庆、生活习惯、农作方式、趣闻传说等有文化内涵

的活动挖掘出来，开发并设计合适的产品销路，充分提高市场竞争力。比如把乡村旅游与教育模式开发相结合，把农家乐与短期

的周末游相结合，十四都村、西皇村农创园可开发成为“农村社会实践基地”“生态环境示范基地”，让学生来田间地头、农家

乐上室外实践课，与课本教材相结合，增强实感。与地方饮食文化的开发利用结合起来，开发五泄镇风味小吃，挖掘当地特色饮

食文化等。与文化传承相结合，泄峰村可以深挖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青口皮纸手艺，让游客体验古法造纸的魅力和动手体验的快

乐，在结合中促进农业、文化、旅游相融互动。 

3.3产品开发突出“乡村”特色 

乡村旅游强调的是特定的位置和环境中，开发当地的特殊文化，而不是宽阔的马路、耀眼的霓虹灯。乡村旅游开发需要以满

足城市住民回归自然、体验自然、返璞归真为主题需求，开发中要尽量保全原来的风貌，产品要尽可能地带有浓郁的乡土气息，

避免盲目模仿其他产品的开发模式，尽可能地避免开发中的商业化、城市化趋势。只有农村特有的、传统的东西，如参与农事活

动，学习制作木莲豆腐、舂糍粑、酿莲子酒、包浙江特有的肉粽等都可以体验农村生活的乐趣，这才是乡村旅游中独有的价值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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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乡村旅游的特色包括村里的古建筑群保护、习俗风尚的传承、山水生活甚至林间小道等也是吸引都市旅客的独特卖点。 

3.4加强综合管理，优化整体环境 

一是成立旅游发展办公室，抽调农业线、文化线、城建线、招商办等各线办专业人员，发挥各自专长，因地制宜制定乡村旅

游发展政策、制度。运用好现有农家乐、民宿有农业产业发展激励政策，成立农家乐行业协会，充分发挥协会作用，指导、规范

和帮助农家乐按照相关要求和“星级”标准来经营管理，加快乡村旅游建设步伐。另一方面加强落实从业人员的诚信制度，保护

游客权益，规范农家乐文明友好待客行为。二是加强综合管理执法，充分整合执法力量，下大力气“重拳”整治旅游市场环境。

针对容易出现的违规违章搭建、私自抢占旅游资源、擅自开设便道破坏生态环境、欺客宰客、交通拥堵、车辆乱停乱放等旅游乱

象问题，集中力量进行综合整治，实行整治与规范并举，建立健全旅游市场监管长效机制，推动五泄镇全镇旅游产业健康和谐、

有序发展。三是在完善道路交通、公共厕所、垃圾分类、污水排放、车辆停放，通信设备等基础设施服务功能，提高公共服务质

量；提升食宿档次，为游客提供舒适、有特色的非标食宿服务场所，拓展更很多旅游项目，增加前来游客的兴趣，从而增加滞留

时间，让旅客“住得下、留得久、印象深、会再来”，从而为群众提供在家门口挣钱的机会，促进农村多余劳动力就业。四是在

加快推进农村环境百日整治，结合“五星达标，3A争创”，建设整洁、干净、卫生、和谐、宁静、优美的乡村环境。 

3.5创新宣传方式，扩大整体营销影响力 

一是坚持常规，周期宣传。有针对性地大量发放宣传册和开展微信推送；在交通要道上增加宣传墙绘和图画；制作各种类型

的宣传片，与当地的旅行社建立良好合作互助关系，开拓 1～2日乡村游旅游线路。二是区域联合，整体营销。由旅游发展办公

室牵头，协会引导，做好全镇景点和旅游产品整合，建立全镇旅游网络体系，形成整体规划，统一筹划，联合营销。三是锁定客

户，定向营销。根据各种层次的不同需求对其产品进行定位，从而开展各类营销活动。 

4 结语 

农文旅产业一体化发展为振兴乡村带来了重要契机，对推动地方经济发展、促进当地农民增收具有重要作用。伴随着长三角

农文旅产业一体化发展的纵深推进，在国家战略叠加的同时，带来这样千载难逢的重大机遇以及挑战面前，五泄镇要继续坚持立

足优势、抢抓机遇、形成合力，持续做好农文旅产业一体化融合发展的“大文章”，切实把生态环境优势、文化优势逐步转变为

生态产业优势、竞争优势，将当地文化沉淀夯实成为经济发展的基石，逐步走出一条适合五泄镇自己的独特的农文旅产业一体化

发展之路，开辟振兴乡村的新路径，让当地人民群众具有更多的幸福感、收获感、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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