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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文旅的发展模式与对策研究 

——以余姚市梁弄镇为例 

周楚闲
1
 

（浙江工商大学 杭州商学院，浙江 杭州 311599） 

【摘 要】：乡村振兴战略下文旅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能利用当地自然资源、人文资源促进旅游产业的发展，

增进当地村民收入，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浙江省余姚市梁弄镇乡村文旅发展形成了以“红色基因”为统领，

带动“休闲观光”“生态涵养”“民俗文化”“特色产业”共同发展的“一带多联动”发展模式。依据目前存在的

不足提出了找准发展定位突出特殊元素、结合当地农村农业发展现状实现农业现代化、加强宣传并强化服务功能、

发挥好政府引导作用加快人才培养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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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中共十九大首次部署乡村振兴战略重大决策，要求坚持农村农业优先发展，分类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持续改善农村

人居环境的同时拓宽农村人口的增收渠道。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要高度重视“三农”问题，充分利用乡村资源环境优

势，发展适应城乡需要的乡村文旅产业。在国家政策号召下，全国各地结合当地风土民俗、特色产业，为转变农村农业发展方式

提供了新的路径。近些年来，浙江省余姚市梁弄镇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的指引方向，充分挖掘当地特色资源，以红色文化为主

题，以青山绿水为本，以革命传承为脉络，以产业多元化为创新，不断壮大特色产业，进一步推动乡村振兴与文旅融合发展，努

力把文旅产业培育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支柱产业。 

本文结合乡村振兴战略，以余姚市梁弄镇为案例，深入研究梁弄镇文旅发展模式，为乡村旅游产业提供更多思路。 

1 乡村振兴与文旅产业关系的研究 

乡村振兴的重点在区域发展的基础上，利用好资源条件并提出切合实际的产业发展路径，最终实现农民增收。而乡村文旅产

业是推动乡村经济繁荣的新型手段，在乡村振兴中发挥了引擎的作用。 

我们熟知，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都属于第三产业。旅游能开拓一个人的视野，文化又能滋养人们的身心，都能为人们提供精

神享受，对提高人们生活质量具有重要作用。近几年，随着社会矛盾的转变、乡村振兴战略的不断推进和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

高，人们愈发追求精神上的享受，乡村旅游成为了大多数人的选择。要想乡村旅游满足人们更高层次的需求，不仅要立足于市场

需求，也要把握好文化这一内在的精神支柱。通过文化与乡村旅游有机融合，让文化在旅游中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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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乡村振兴战略下乡村文旅发展模式研究——以余姚市梁弄镇为例 

2.1案例简介 

梁弄镇位于浙东四明山麓，姚江之南，自然资源得天独厚。周围环绕四明山山脉，内嵌四明湖湖泊，集森林、湿地、农田、

湖泊、飞瀑等多种自然生态要素为一体。当地森林覆盖率高达 73%，四明山、水杉林为其主要特色。镇内水资源也十分丰富，主

要有四明湖饮用水源保护区、白水冲瀑布水源地、镇北滨水生态湿地。 

作为浙江省历史文化名镇的梁弄，有着深厚的红色文化、历史文化和民俗文化底蕴。曾经作为根据地的核心所在地，至今星

火不灭。梁弄镇文化昌盛，人才辈出，相传历史文化古村落汪巷村曾走出五位进士和一名状元。当地著名的历史文化景点有孙子

秀墓、正蒙学堂、五桂楼、羊额古道等，还有宁波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小吃梁弄大糕。 

梁弄镇在注重“红色党建，绿色发展”的同时也在不断探索发展新模式，加快特色产业转型升级。 

2.2模式分析 

梁弄镇乡村旅游发展始终牢记习总书记的嘱托，紧密结合“红色文化”这一主题，经过多年的研究和培育，不断厚植“红色

文化”内涵。借助红色旅游带来的人流形成了“一带多联动”的模式，即以“红色基因”为统领，积极带动“休闲观光”“生态

涵养”“民俗文化”“特色产业”多元化要素的融合。 

2.2.1以“红色基因”为统领，坚实红色文化基础。 

凸显红色基因，打造红色文化基地。红色是梁弄镇的主打色彩，梁弄镇以红色文化而闻名。中国共产党浙东区委旧址、四明

山烈士纪念碑是当地最具红色革命文化特色的景点，还依靠这些红色景点建立了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红色梁弄展览馆。依托

红色遗产，改善旅游环境，提档升级红色产业。当地着力保护开发红色遗产，政府筹资保护修缮当地 20 余处抗战遗址。同时，

注重改善红色旅游发展环境，改造提升遗址周边的基础设施和旅游服务公共设施。此外，当地在充分挖掘红色资源、增强自身

“造血功能”的基础上致力于开创红色旅游创新模式，组织开展了多种形式的红色主题活动，如红色主题公园、红色宣讲团、红

色图书驿站、红色电台、“四明山中国红”红色旅游主题活动等。红色旅游展示了专属梁弄镇红色革命的故事，不仅让游客们在

欣赏美景的同时重温战火纷飞的革命岁月，也给红色文化的传承和发扬提供了一个更加广阔和便捷的舞台，为红色旅游的发展

带来了新的契机。 

2.2.2以多种线路为拓展，实现多元要素融合。 

①休闲观光路线。在红色旅游的带动下，梁弄镇充分利用生态禀赋优势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游玩体验，加快绿色经济蓬勃发

展。梁弄镇坚持原生性开发自然风光，因地制宜开辟了以养生度假为主的美景观赏型路线，充分利用当地的地形地势以及山泉湖

泊，开发各类型景点。此外，当地温暖湿润、降水量充足的气候以及区域内丰富多样的地形地貌为农产品的生长发展奠定了先天

优势。农产品种类繁多，除了毛竹、栗子、笋干菜、茶叶等农货外还形成了以樱桃、桑葚、蓝莓、猕猴桃为主的优质果品。这样

的举措有效避免了乡村旅游景区商业化发展，减少景区同质化现象，提高旅客满意度。②生态涵养路线。当地在发展旅游业的同

时始终秉持涵养生态的战略目标，坚持以全域规划引领乡村旅游发展，做到绿色经济发展与保护山水环境齐头并进，真正让绿水

青山变成了金山银山。全面调查当地空间环境利用情况，整合人居环境、乡村文化、产业服务等方面的发展需求以此来规划生

活、生态、生产环境，塑造生态、业态为一体的多维空间，做到全域规划指挥生态建设。例如梁弄镇重点改造废弃土地、厂房，

治理污染、拆旧复垦，开展四明湖水域及周边湿地的修复工程，提高森林及水资源的覆盖率，乡镇生态环境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从而带动了旅游业的发展。③民俗文化路线。梁弄不仅是全国百个红色景区之一，还是浙东唐诗之路的驿站，人文历史悠久。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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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当地风俗民情丰富有趣，如诗词诵读、婚庆中的抬花轿，传统工艺弹棉花、打铁，特色小吃梁弄大糕、臭豆腐，为旅客们带

去了丰富的文化体验。作为宁波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梁弄大糕，如今在外形、颜色及口味上已趋于多样化，大糕大多印有“步

步高升”“牢记使命”“吉祥如意”等不同的字样，既符合了大众的审美需求、增添了食欲又赋予了深刻的文化内涵。乡村战略

下，以休闲旅游为本，以民俗文化为脉络，不仅更能吸引全国各地的游客，还利于彰显地方特色，进一步推动新时代乡村全面振

兴和文旅融合发展。④特色业态创新路线。当地产业在不断研发创造新模式，注重开发新品种、新渠道、新业态，形成地方特色。

依托绿色资源的特色农业在加快转型升级。当地成功引进特色品种红美人柑橘、日本水稻、藜麦、大球盖菇等新品种，延长了农

产品的采摘期，吸引了大量游客。在开拓新品种的同时还引入了新渠道，为全域旅游插上了互联网的“翅膀”。在此背景下，杨

梅通过“顺丰”速递，拓展了销售渠道，江浙沪包邮的梁弄大糕沿着山路出去，农货果干通过网络直播带货走进千家万户。同

时，当地推出了“五彩梁弄”微信公众号，开启了集游、食、住、行、购为一体的智慧化旅游，实现了线上预定、线下体验，线

上介绍和语言导览等多项服务。这一数字化畅游模式为游客们整合了旅游资源，形成“全域覆盖、共建共享、自游自助”畅游模

式，极大方便了游客们的行程。借助“红色基因”带来的人流发展新业态。吸收农产品资源，打造以山林拾趣为主的农业采摘型

路线，如亲子农场、休闲采摘。除此之外，还带旺了农家乐的创办、高端民宿及酒店的发展。其中，“旅游+”模式已成为旅游

业发展的一大亮点。当地通过整合区域内的生态旅游资源，聚焦文化影响力，优化旅游业态整体布局，呈现出“旅游+赛事活

动”“旅游+农活体验”“旅游+会展经济”“旅游+康养度假”这几大特色。 

3 乡村振兴战略下乡村文旅的发展对策研究——以余姚市梁弄镇为例 

梁弄文旅融合发展趋势稳步推进，但依然面临人才缺口大、创意产品稀少、品牌效应差等问题。以下是依据目前梁弄镇文旅

发展不足之处所提出的发展对策。 

3.1找准发展定位，突出特色元素 

把握乡村振兴战略所带来的机遇，立足当地实际，结合自身优势，找准发展定位。首先，立足当地自然禀赋，挖掘宝贵山水

资源，合理布局规划，打造特色景区。其次，当地应充分融合文化资源与旅游资源的优势，建设与开发具有地方代表性的文化与

旅游产品，增强对游客的吸引力和影响力。深度挖掘红色资源，创新文化传承手段，加强对现有传统文化和民间技艺的保护和传

承，走出一条符合自身实际的特色文旅之路。依托当地文化旅游资源，开创文旅产品，打造核心品牌特色，从而不断提高竞争力。 

3.2结合当地农村农业发展现状，实现农业现代化 

结合当地农业发展现状，优化农业产业结构，以绿色生态乡村型现代农业发展为方向。首先，完善农果休闲观光基地，联合

农产品采摘游、农产品品味游形成各个园区的精品农业路线。其次，要提高农业智能技术应用，在作物生长过程中，采用自动化

浇水、防虫、控温系统，实现种植过程中的全自动化。还要确保农产品的可追溯性，例如在包装上印有二维码，扫码即可了解农

产品从播种、生长、发育、成熟到包装、发货的全过程，让顾客随时监督生产线、放心购买，以此来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 

3.3加强宣传，强化服务功能 

首先，依托微信、微博等网络媒介积极开展旅游产品、旅游线路的推广与介绍。通过旅游形象宣传等营销推广活动推广梁弄

镇优秀文旅资源，不断提升知名度和影响力，从而吸引更多旅客前来参观。注重网络宣传的同时也要利用好互联网来加强服务，

例如，开发建设数字旅游、数字出行、数字产业等系统，大力推进虚拟现实、5G 网络、云计算等创意产业在旅游中的应用。其

次，要加强拓展智慧服务的功能，实时更新旅游服务公众号的运作，让游客们可在线上体验各项服务，感受到温馨的出行服务。

最后，跟进景区内综合服务设施，优化游玩时“停车难、找厕所难”等问题，组织开展景区内旅游集散中心、惠民服务窗口，建

立全域公共免费网络，让乡村游变成“有温度、人性化”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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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发挥好政府引导作用，加快人才培养 

在乡村振兴建设中，人才是梁弄镇的短板所在。当地政府要完善管理机制，注重相关政策引导。首先，应多途径加快招贤纳

士，激发乡村活力。鼓励和激发青年大学生回乡创业、乡贤“上山下乡”，壮大乡村振兴人才队伍，加速资源要素流向农村，推

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其次，完善人才引进机制，在奖励机制方面放宽限度。一方面，发挥梁弄镇当地高职院校的作用，培养

相关专业人才；另一方面，政府还要出台人员培训机制，加强对从业人员的定期培训，提高其综合素质。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梁弄镇文旅产业依靠绿色产业、红色产业、特色产业取得了重大成就，改善了当地生态环境，增

加了农民收入。目前，当地应根据存在的不足采取措施，重点加强创意产品的开发、数字化产业的应用，不断推动乡村文旅融合。

持续优化旅游资源，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旅游产业，为当地文旅融合以及乡村振兴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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