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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旅游业态创新研究 

——以浙江米果果小镇为例 

汤明霞 胡永铨 陈沛佳
1
 

（浙江工商大学 杭州商学院，浙江 杭州 311500） 

【摘 要】：在国家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乡村的旅游业态创新成为实现旅游业发展的必经之路。旅游业态的创

新，不仅有利于本地区经济的发展，还能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基于乡村振兴大背景，从美食、研学旅行、

种植养殖、产业创新、休闲旅游 5个方面描述米果果小镇旅游业态的创新现状，全面分析小镇的旅游业态创新的机

理，为其他乡村的旅游业态创新提供借鉴，有利于乡村振兴工作的顺利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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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并得到了有效落实，乡村振兴已经成为我国当前发展的重点。当今，旅游业也得到快速发

展，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旅游业态的创新也应提上日程，以此来助力旅游业的发展。特色小镇作为国民经济的新热

点，应该顺应乡村振兴潮流，加快创新小镇旅游业态。浙江诸暨市的米果果小镇从一个普通种植园打造成现在的国家 4A级景区，

开辟了乡村振兴的新境界。本文以米果果小镇为案例分析对象，探寻其创新旅游业态的途径，为其他乡村的旅游业态创新提供借

鉴。 

1 米果果小镇简介 

2015 年，特色旅游小镇这个概念首先在浙江提出。在乡村振兴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地方特色旅游小镇面世，特色旅游小镇

的发展慢慢开始受到了关注。在美丽的山下湖，一个三产融合发展的生态农业观光园区正在崛起，米果果小镇已经成为党建引领

乡村振兴的先行区。创建于 2013年的米果果小镇位于浙江省诸暨市山下湖镇，总面积 206.67hm2，是一个集种养殖、农业加工、

休闲旅游、研学、产业创新发展为一体的综合性农业园区。米果果小镇是以农业种植为基础，由企业和众多农民组成的共同体，

实现土地、农民、企业、消费者共同受益，从美食、研学、种养殖、产业创新、休闲度假方面实现产业创新。 

“米果果”的含义是指稻米和果实都是由土地孕育而出，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生命基础，最后一个“果”指要做大做强，硕果

累累。米果果小镇自创办以来，将之前抛荒严重的传统农业湖畔区打造成为集集种养殖、农业加工、休闲旅游、研学、产业创新

发展为一体的综合性农业园区。米果果小镇获得过不少荣誉，2017 年被评为“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2016 年被评为“农业

农村部首批农村三产融合试点企业”，2020 年获得“浙江省农业骨干龙头企业”“浙江省大中小学生劳动实践教育营地”等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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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米果果小镇是种植养殖观光、休闲度假、商旅会议、研学旅行、果蔬采摘、夏令营等活动的理想场所，共接待游客近 100万

人次[1]。 

米果果小镇的旅游业态创新之路，受到了各大媒体的高度关注，央视新闻、凤凰新闻等都相继给予了报道。在国家乡村振兴

的大背景下，米果果人始终以“创造价值、服务社会”为宗旨，以饱满的热情和高昂的斗志，坚定不移地推动农业一二三产融合

发展，真正地让土地活起来，让农民富起来，让乡村美起来。 

2 米果果小镇的旅游业态创新策略 

米果果小镇是集农产品深加工、研学培训、学生劳动实践、种植养殖、创新创意发展、为一体的农旅融合发展的典范
[2]
。在

国家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米果果小镇以实现中国农业梦为己任，把一二三产融合发展作为撬动乡村振兴的首选杠杆，在机制上

创新，在资源、在产业上融合，在文化上先行，赋予全域振兴活的灵魂[3]。米果果小镇通过美食文化与旅游、研学与旅游、种养

观光体验与旅游、创业创新与旅游、休闲度假与旅游五大结合的方式，实现旅游业态的创新，促进小镇旅游业的发展[4]。 

2.1美食文化+旅游 

民以食为天，人们在旅游过程中难免会重视当地的美食文化，美食会成为吸引游客的一大亮点[5]。美食不仅能增加游客对旅

程的满足感，更能带动当地旅游业的发展。米果果小镇内设有许多特产超市，专售自养土鸡蛋，腌制的农特产，以及各种有机水

果。这些果蔬都是小镇自产自销的，游客可以参观并亲自采摘。米果果小镇最出名的美食莫过于火龙果，众多游客远赴小镇来采

摘。对于食品的深加工，米果果小镇也很用心，建立了种养殖党小组，把握加工每一道关卡。通过与浙江省农业科学院、台湾专

家、广西农业科学院、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合作，提升火龙果的产量、质量，深度开发火龙果色系、蛋白质、

维生素 C等功能组分，研发出系列深加工产品，并进行标准化生产。 

2018 年 9 月中旬，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第一个活动在米果果小镇隆重举行，这次活动是由农业农村部牵头组织的首届

“中国农民丰收节”系列活动之一，来自全国的 600多名农民体育骨干欢聚一堂，展现了新时代农民健身新风采，共同欢庆丰收

节的到来，这次活动也是米果果小镇美食文化传播的一种途径。 

美食文化与小镇乡村振兴融合，创新旅游业态，满足了游客学习文化、享受美食、旅游的三大需求，同时也增强了游客对小

镇的认同感。 

2.2研学+旅游 

本着增强学生创新精神，提高学生实践水平的原则，研学旅游受到了很多家长的关注，每值寒暑假，研学旅行更是受到家长

们的喜爱。米果果小镇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把研学旅行和劳动教育纳入人才培养全过程[6]。米果果小镇把研学这一要素融入

到旅游业态创新中，实现“学+游”。 

米果果小镇的“学+游”主要从学军、学农、亲子教育、企业培训等多个方面开展活动。在学军方面，教育机构带领青少年

学生到实践教育基地学习军旅生活；在学农方面，带领青少年学习农业知识，让他们懂得农民种植的艰辛；在亲子教育方面，重

在提高家人间的感情与责任；在企业培训方面，重点开展企业企划系统的培训。 

米果果小镇作为全国中小学生劳动教育基地，内设有中小学研学实践教育营地，为学生提供食、宿、学等全套基础设施。小

镇内研学实践教育资源极为丰富，有果蔬采摘区、田园大学堂、乡村文化体验馆、中医药文化馆、航天科普馆、农业科普馆、小

农夫体验乐园、乡村振兴叙事馆、应急安全教育体验馆、乡村记忆馆、儿童游乐园、水上拓展、DIY果蔬美食体验馆等一批研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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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活动主场馆。此外，米果果设有众多大中小学生劳动教育课程，例如挑水灌溉、动手筑篱、学包粽子、果蔬雕刻、细磨豆腐、

趣味陶吧、拓展训练、柳编体验、组培体验、中草药探究、房屋建筑、农业劳动等。米果果小镇先后引进与自主研发无土栽培、

昆虫探究等实践教育课程超百个，目前基地已成为拥有 2500 多个床位，能同时可接待 5000 多名学生集体食宿的大型研学实践

教育基地。小镇现已开发出研学标准教案 80节左右，着力全面提升米果果研学教育的水平。 

2.3种养观光体验+旅游 

米果果小镇在种养殖方面有一句口号：用善良培养种子，用诚信呵护它的成长，收获的是品德，卖出的是良心，让消费者和

游客看得见种养的全过程，让大家放心使用。 

米果果小镇内设有草莓采摘区、蓝莓采摘区、火龙果观光工厂、生态养鱼池、生态养鸡场、澳洲淡水小龙虾养殖区。火龙果

观光工厂面积很广，占地面大概有 1200m2，其中红心火龙果种植基地有 66.67hm2，小镇会在每年的 6—12月开展观赏、采摘红心

火龙果体验性旅游活动，大受游客欢迎。此外，火龙果工厂内设乡村振兴叙事管、五彩果蔬面生产线、土豆生产线、河蚌肉生产

线。其中乡村振兴叙事馆从土地“活”起来、产业“连”起来、农民“富”起来、乡村“美”起来、跟党一起走乡村振新 5个板

块介绍了米果果小镇的发展史。场内还设有 5间设备齐全的多功能会议室，可提供各种职业培训、考察团交流、签约仪式、科普

讲座等会务服务。 

米果果小镇内还建有农业观光园，其中设有农业科普馆，馆内设有动植物标本、澳龙展示馆、食物由来、果蔬无土栽培、水

培、奇异瓜果园、热带植物试验区、害虫辨识等多个展示项目。利用展板、投影仪等展示农业相关知识，为青少年提供一个校外

学习农业科普知识和娱乐活动的场所。小镇另设有一个占地 7400m2 的乡村记忆馆，分为农馆区、家风家训展、文化展、百家姓

展、堂文化展等，农馆区又分春耕、夏种、秋收、冬藏等 4块分别对农具生活用具类、手艺工匠器具类进行展示，让游客体验耕

读传家、民俗、民风传说故事、猜谜语、打陀螺，并知晓二十四节气的由来，达到启蒙、行孝、励志的目的。农馆区还设有木砻

亭、踏碓场，水车，配石臼、石磨，蓠芭菜园。总体来说，米果果小镇农业观光园集菜园、花园、公园为一体，内有多种优良蔬

菜，多项新型农业科技，以及各种创新生态种植模式，让游客感受到农业的魅力。 

2.4产业创新+旅游 

米果果小镇现已与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并成立了博士工作站，已经研发近 50项农产品项目，申报 13

个产品专利，制定 2个农产品行业标准。小镇运用互联网+营销和智慧农业物联网，带动农产品的销售，拉长农业产业链，实现

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实现农业效益最大化。产业创新方面，米果果小镇发挥科技示范作用和互联网的优势，促进了农业生产智

能化、经营信息化、管理数据化、服务在线化。 

2.5休闲度假+旅游 

米果果小镇是国家 AAAA级休闲度假景区，小镇内部设有多种休闲设施。进入米果果小镇就能看到一个占地 5000m2的水上乐

园，设有惊险刺激的水上自行车、四人踏脚船、电动船、碰碰船、快艇等水上娱乐项目，集趣味性、娱乐性、参与性为一体。游

戏娱乐项目还设有户外拓展、跑马场、螃蟹垂钓、钓鱼体验等；参观体验设有花海公园、恐龙体验馆等旅游项目；还设有生态主

题餐厅，让游客体验户外烧烤。 

3 乡村振兴背景下旅游业态创新的启示 

3.1优化旅游业态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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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顺应乡村振兴大背景下，米果果小镇着手优化旅游业态结构，实现了 5大产业“连”起来[7]。将创业创新、研学培训、休

闲旅游、食品深加工、种植养殖 5 大产业相连，顺应新形势、新要求，不断创新旅游业态，转变发展思路，实现发展最大化[8]。

米果果小镇现在的发展，证实了优化旅游业态结构的成功之处。 

3.2提升旅游业态质量 

人民在乡村振兴中起着主体作用，也是米果果小镇旅游业态创新的中坚力量。此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业高质量发

展，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创新思路，立足本地实际，培育一支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善管理的高素质农民队伍
[9]，为实现小镇旅游业态创新以及旅游业的发展奠定基础。为此，米果果小镇注重打造高素质农民队伍，培育乡村振兴主力军，

以此来提升旅游业态质量。 

3.3提高旅游业态竞争力 

农业光靠自己的技术、能力是有限的。所以米果果小镇模仿阿里巴巴商城的模式，建立高效农业产业的平台，小镇以建平台、

出政策，推动产业创新等方式，吸引全省甚至全国的优秀农业专业技术人才、家庭农场来经营，实现共享、共赢、共同发展，以

提高旅游业态竞争力。 

4 结语 

米果果小镇的故事，是一名老党员坚守初心的创业史，也是山下湖镇几个村的村民在觉丝织带领下的新土地改革史，更是基

层实践中央党建引领乡村振兴战略的探索史。在乡村振兴背景下，米果果小镇从 5个方面创新其旅游业态，提升游客体验满意度

感。从美食文化方面，米果果将农产品变成商品，实现农业效益最大化；研学方面，开展传统农耕文化教育，为乡村振兴战略提

供参考模式；种植养殖方面，自种火龙果等特色水果，巩固农业产业基础；产业创新方面，运用互联网+技术营销和智慧物联网，

带动农产品的销售，拉长农业产业链，实现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休闲旅游方面，农旅结合，以农促旅。通过以上五方面，创新

米果果小镇的旅游业态，促进小镇发展。本文立足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从多个方面描述米果果小镇旅游业态创新，全面分析了小

镇旅游业态创新机理，有利于为其他乡村的旅游业态创新提供借鉴，有利于乡村振兴工作的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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