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农文旅融合助力乡村振兴研究——以嘉兴乡村农文

旅融合发展为例
1
 

胡佳瑶 周思怡 梁洁 汤铮 温莹莹 李敏鑫 崔晓钟 

嘉兴学院 

摘要：为了研究农文旅融合发展促进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路径，以嘉兴墅丰村为例，采用案例研究法，总结其

农文旅融合发展的过程与经验，分析当前该村农文旅融合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结果表明，该村农文旅融合过程

是以农业为先手，大力发展特色农产业，同时依托文化营造品牌，依托品牌和产业打造特色旅游基地，为乡村产业

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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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7 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将乡村振兴推向国家战略的高度以来，全国各地纷纷结合本地资源禀赋实施了各类独具特色的乡

村发展策略。其中，农文旅融合发展独具特色且成效显著。乡村振兴作为促进我国农村现代化的重大战略，不仅需要国家在顶层

设计和宏观指导时从农民、农村和农业本身的发展规律出发来贯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更需要作为长期生于斯长于斯的农民在

实际生活中积极参与、主动融入乡村本土特色与乡村振兴战略中。农文旅融合发展日渐成为促进农业产业、文化产业、旅游产业

转型升级，进而实现农民增收的关键举措。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且当今人们有着“逃离城市喧嚣，

回归返璞乡村”的强烈渴望，探讨如何将农文旅进行有效地融合发展以助力乡村振兴已成为实务界与理论界关注的焦点问题。

“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模式能够充分融合和利用农文旅现有资源，推动乡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指引乡村经济健康的发展方

向，将新资源内化入乡村价值体系，为乡村建设体系灌注活力
[1]
。 

嘉兴农村走农文旅融合发展之路由来已久且成效显著，将其凝练为典型案例进行全国推广能够为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

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因此，本研究以嘉兴市农文旅融合发展为例，通过考察墅丰村的发展模式，从嘉兴乡村农文旅发展助推农民

致富之路中总结经验，为全国乡村振兴的进一步实施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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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墅丰村改造前人均收入 

1 农文旅融合发展案例分析 

1.1 案例简介 

墅丰村隶属于桐乡市石门镇，位于浙江省北部杭嘉湖平原，全村区域面积为 4.92 km
2
，村域涵盖农户 910 户，总耕地面积达

300.53 hm
2
，人均耕地 1 867 m

2
，产业主要以水果产业为主，其中最特色的水果品种是太秋甜柿。 

近十年来，墅丰村实现了从落后到飞速发展。2007 年，石门镇全镇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0.8 亿元，而墅丰村全村集体经济固

定收入为 8.5 万元，人均收入只有 10 268 元（图 1、图 2），是桐乡市经济薄弱村之一。同时基础设施不完善，交通不便，农产

品出售困难；科技含量不高，种植业、养殖业效率较低，外出务工人数多。但是自 2016 年起，墅丰村开始飞速发展，从以前的

以传统农业发展为主的农村一跃成为农文旅融合发展的美丽乡村。现墅丰村被认定为浙江省首批共同富裕现代化基本单元，是

美丽乡村的代表，更是未来乡村的代表。 

 

图 2 墅丰村改造后人均收入 

那么，墅丰村如何从石门镇“倒数第一”摇身一变成为“乡愁可寄”的“墅丰样本”呢。为了探求这一问题的答案，于 2022

年秋对墅丰村进行了实地调研，并通过结合问卷资料整合和文献数据查找的方式，最终发现该村主要通过子恺文化与特色田园

乡村相结合的农文旅融合发展模式实现快速发展。 

1.2 农文旅融合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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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跟随政府政策，构建乡村架构 

(1）完善基础设施。2016 年，嘉兴市庄园、庭院和农场经济现场推进会召开，顺应 2013 年提出的美丽乡村建设相关政策，

墅丰村围绕“布局优化、道路硬化、村庄绿化、河道净化、各类配套设施齐全”基本目标[2]，做出相关措施。 

(2）打造“一村一品”。墅丰村充分发挥本地优势，依托土地这一根本资源以及当地特有文化标签，做强“一村一品”，从而

吸引了石湾特色生猪智慧化养殖数字牧场项目、乡村治理数字化示范工程项目等，推动了墅丰村的农业数字化、生活数字化进程
[3]
。借助农业数字化，大力发展效益农业，逐步发展甜柿、蓝莓等特色产业，实现农业兴旺。 

(3）革新组织结构。成立石门镇农合联综合党委，在党建引领下打造新型农村综合服务体系。由图 3 可知，综合党委立足

“为农惠农”的服务定位，重建组织结构，由 6 个特色产业链党建联建、3 个职能服务型党组织、18 个综合服务型党组织组成，

形成“3+6+18”的党建联建组织体系
[4]
。 

 

图 3 石门镇农合联综合党委组织架构 

1.2.2 以农业为根基，打下经济基础 

(1）发展现代化农业。墅丰村借助智慧农业运用以及省级未来乡村建设，将农业生产数据接入未来乡村智慧大脑，包括农事

记录、农产品溯源、温室大棚系统、土壤检测、产品销售等各类信息，大力发展效益农业。 

(2）发展“家庭农场”。村里带动村民种植农产品，村周围分布着梨园、葡萄园、柿园、蓝莓园等，形成特色鲜明的第一产

业，实现了每个季节都能有果子采摘，其中葡萄园始建于 2013 年，占地 12 hm2，种植优质葡萄，提供葡萄采摘，促进了墅丰村

“采摘游”的发展。农业园以甜柿园为特色，甜柿园基地成立于 2017年 11 月，总面积 8.67 hm2，品种为太秋甜柿，产品“亚

林 36 号”甜柿营养丰富，果扁圆形，汁多味甜。 

(3）建立助农制度。设立助农八条，建强立体组织网络；组建红色管家队伍；构建多元支撑体系；推动农业智库升级；打造

云上智慧平台；做优产业抱团模式；开展助农精准帮扶；集成综合服务功能[5]。 

加快院校互动合作，聘请著名农学专家组成“庄稼医生库”，通过田间学堂、专家辅导等形式，破解农业技术性难题；打造

云上智慧平台，运用大数据技术，打造农业物联网基地产品品质溯源系统，带动农户发展致富。 

2017—2021 年墅丰村的经济发展取得了惊人的进步，2020 年石门镇全镇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38.66 亿元，比 2007 年翻了数

倍，墅丰村的收入、产值也在不断提升。2021 年，墅丰村的农林牧渔林总产值高达 1.44 亿元，同比增幅 3%；畜牧业总产值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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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 万元，同比增幅 15%，共有农业基地 13 个。采用做优产业抱团模式，成功招引省级 13 个产业，农业总产值突破 5 000万元。 

1.2.3 开辟特色路径，注入文化灵魂 

通过丰子恺的名人效应，以丰子恺漫画为特色 IP，全力打造了集研学和漫画文创等文化元素的“子恺漫画村”。子恺墅丰村

位于投资 8 000 万元的“果菊飘香子恺路线”的中心，以地域文化为建设主题，打造了沈家墩庭院，结合丰子恺漫画，产生了

“子恺漫画村”，同时引入“子恺文化”主体-漫画下的生活，蕴含向善向美、爱家爱国的品质，为精神上的富裕提供了土壤。同

时也定期开展文化活动，以红色文化、子恺文化为主题，吸引游客的到来；2013 年建造文化礼堂，定期开展礼教的学习活动，

面向儿童和家长，研学传统文化，继承传统，推陈出新，形成文明乡风；利用桐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展活动，让文化在村民和

游客心中活起来。 

1.2.4 追求旅游致富，体验“旅游+” 

(1）餐饮方面。墅丰村依托当地子恺文化和果园产业，开设子恺果园采摘品尝等多种餐饮新业态，推广传统美食、传承丰子

恺人文精神和艺术文化。通过微信公众号等社交媒体，定期对外宣传品尝传统美食等一系列活动。 

(2）文娱体验方面。依托丰子恺文化，建设子恺染坊，开设“小子恺”课程和打造“子恺家风”品牌系列，推广传统技艺，

传承丰子恺人文精神和艺术文化，在休闲旅游中增强游客的沉浸式文化体验。子恺漫画村共设置 12 个以经营性和工作室为主的

业态，吸引相关的技术人才入驻漫画村，包括摄影工作室、茶艺工作室等，形成乡村艺术家聚落来丰富子恺漫画村的文化经济业

态，不断引进和丰子恺文化有关的业态，使子恺漫画村成为文化聚集点，扩大知名度和影响力，促进经济增长。 

以墅丰村为代表的中国新时代农村在新农村经济发展中大力发展地方特色旅游业，以农业为基础，文化为灵魂，推动旅游业

发展，旅游业反哺文化、农业，促进经济大力发展。围绕乡村振兴战略，打造“果菊飘香子恺路”美丽乡村精品路线。2022 年

以来累计接待游客 2.6 万人次，实现营业收入 114 万元，带动村集体经营收入增收 13 万元，大力发展甜柿产业，打造子恺漫画

村、现代农场等，走出了一条美丽乡村建设与休闲旅游相结合的发展新道路，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2 案例总结 

2.1 农文融合发展路径 

2.1.1 农耕文化与现代文化相融合 

墅丰村持续改善农村学校办学条件，加大乡村人才培养，加强职业和文化教育。甜柿基地由中国林科院亚热带林业研究所龚

榜初研究员团队培育，实行整枝蔬果管理技术、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及防鸟栽培技术。基地严格按照“标准化、数字化、规模化、

绿色化、组织化”五化标准建设。创立慧植农当家 APP，推广智慧农业服务平台，实现田间病虫害 AI 识别、农资服务精准推送

等功能。现代文化融合于农耕文化，为农业的智慧化生产提供可靠保障。 

2.1.2 农耕文化和乡村产业相渗透 

墅丰村以甜柿为主导产业，蓝莓、黄桃、葡萄等优质水果为补充，形成特色鲜明的第一产业，其坚持一村一品，发展绿色产

业，实现家家户户有其田，坚持农耕文化，打造精品农产品。同时将当地文化与农业特色结合当前时代的生活饮食、日常习惯、

潮流等多维度发展采摘农业。结合地方农业产业及文化特色设计主题活动，带动品牌效益与在地经济，举办“音乐节”等大型活

动，传播当地文化特色。立足现有的基础和资源优势，持续做优产业特色，给周边的农户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墅丰村本身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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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良好，但缺少适当的文化增色、产业增成，在农耕文化与乡村产业相渗透的模式下，墅丰村农业逐渐发挥出自身优势。 

2.1.3 特色文化和包装设计相结合 

依托石门湾区域公共品牌，打造“丰坤有礼”和“一湾好”等优质农产品品牌，以桐乡市特优产品为主，同时整合丽水山耕、

舟山海鲜、蓝城农业等优质资源，打造优质农创产品。设计墅丰村特有的“子恺文化”农产品包装，通过农耕体验活动进行产品

推广，通过一线城市展会进行品牌推广。2020 年举办桐乡市杭白菊文化节，进行农业产品和农业文化推广。深度考虑农产品的

适销方式与适销渠道，将特色农产品推向了更高的平台，依托文化弥补了此前产销渠道闭塞、品牌效益低的不足。 

2.2 农旅融合发展路径 

墅丰村以园区及园区周边优美的自然环境来满足城镇居民回归自然、融于自然的殷切愿望，游客能尽情享受大自然的恬静

与安详[6]。这是一种以生态观光为主，以蔬果采摘为辅的旅游形式，如蓝莓园、甜柿园等。农旅为墅丰村全新的模式探索，极

大地发挥了墅丰村农旅资源优势，推动相关产业发展。 

2.2.1 着力打造农旅特色产品 

近年来墅丰村积极打造农旅特色产品，不断拓展“农庄采摘游”“农产品直播体验”等新业务，延伸旅游产业链条，推动农

旅品牌融合，展销一体，并积极向省内外推广。同时，有力推进农旅一体化发展，把特色产业发展和休闲农业、乡村旅游有机结

合，休闲旅游产业人气兴旺，为墅丰村开创了一条前所未有的农旅一体化产业，顺应了当下民众对乡村旅游需求快速上涨的趋

势。 

2.2.2 着力打造农旅优质品牌 

墅丰村立足当地甜柿、蓝莓、精品水果等产业优势，按照“一村一品””一村一韵”的发展思路[7]，围绕太秋甜柿持续做优

产业特色、做大产业规模、做强产业集群，成功招引省级特色农业龙头企业华腾牧业石湾猪舍里、桐乡-白城对口合作白豆园、

蓝莓项目等。“大数据+农业+旅游业”大力推进，通过直播带货、市场营销等方式发挥农创作用，不断丰富优质农产品，提升品

牌影响力。品牌农业通过旅游业的推广逐渐为大众所熟知，而墅丰村此前缺少的正是优质品牌的对外宣传渠道。 

2.2.3 打造农旅精品线路 

通过各类媒体，向社会发布休闲农业旅游信息，重点推荐村内果园采摘游、“农游记”——桐乡农创客等项目活动，且坚持

实施美丽乡村精品路线建设，全线推进总投资 8 000 万元的市级精品路线——“果菊飘香子恺路”建设。 

2.2.4 着力完善农旅设施 

目前墅丰村内已在各农业采摘园区周边建设了专门的特色果园展厅，数字化加持，推进农业采摘便携式体验。 

2.3 文旅融合发展路径 

墅丰村以子恺文化作为特色 IP，将漫画元素融入到村庄建设中，形成漫画主题的生产生活空间，建成集漫画文创和研学为

主题的“子恺漫画村”。通过实地考察漫画村，能够切实感受到村庄里承载着以“丰子恺先生”为代表的乡村文化韵味，随处可

见的漫画主题景观和墙绘都在以诙谐幽默的方式将子恺文化潜移默化到村民以及前来的游客心中，墅丰村独有的文化理念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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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默地滋养着乡风文明。而据问卷统计，多数人会选择去文化底蕴深厚和风景优美的乡村旅游，墅丰村兼备了这两项特点。其中

的丰子恺名人文化，定期举办的“文学对话”“研讨会”等系列活动让人们在旅游中品味当地文化特色。 

墅丰村具备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旅游资源优势，因此文旅的恰当融合模式带动了墅丰村的振兴发展。墅丰村也在文旅融合的

模式下逐渐彰显自身优势，实现区域经济的高速发展。 

3 农文旅融合发展存在的问题与建议 

农文旅融合发展是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在农文旅融合中，农业能够深入挖掘和传承乡土文化，实现农村增色、农业增效、

生态增优、文化增智。但本研究发现，乡村农文旅融合发展仍存在一些共性问题。 

3.1 墅丰村存在的问题 

3.1.1 乡村农文旅融合发展整体规划欠缺 

墅丰村农文旅融合发展缺少高层次的规划引领。石门县部分乡村虽有发展规划，但局限于近两年的规划，整体定位不高，谋

划深度不够，无法与特色产业、乡风文化进行有效衔接。随着时间的推移、发展观念的转变，规划的指导性和可操作性不强[8]。 

3.1.2 资金投入不足，基础设施相对薄弱 

政府专投休闲农业发展和主体培育的资金不足。据实地调研发现，丰子恺漫画村与农业采摘园存在一定距离，但途中未配备

观光车辆，基础设施薄弱；一些景区景点的道路、住宿、餐饮、卫生设施、旅游标识系统等公共配套设施不能满足要求。 

3.1.3 网络营销平台建设不够完善，营销渠道欠缺 

墅丰村虽将文化适配融入到农业，形成独具特色的农产品，但相应的营销渠道不够完善，自媒体平台消息滞后且缺乏持续性

更新，农产品上新与消费者的信息取得存在时间差。 

3.1.4 从业人员整体素质和水平不高，专业人才缺乏 

乡村休闲观光旅游从业人员主体是农民，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偏低，未接受系统性正规培训；且人才外流现象严重，多数居

民不选择当地就业。在农文旅项目服务体系建设上，如环境、基本设施保障、接待人员素质等方面缺乏专业人员指导，景点处接

待人员配备不足，游客满足感较低。 

3.2 给予的建议和措施 

3.2.1 强化乡村农文旅融合发展整体规划 

聘请农文旅融合发展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深入调研，在运用科学理论分析论证的基础上，编制全村农文旅融合发展整体规

划，使规划具有前瞻性和创新性，符合墅丰村的资源和市场特点，实现绿色生态、文化传承、经济效益的协调统一。 

3.2.2 加大政府资金投入，改善基础设施条件和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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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专门供游客游览的参观路线，配备相应观光车辆，降低穿梭于各园区间的时间成本；改善通往旅游地道路通行条件，提

升出行的舒适性；进一步完善景区景点的公共配套设施。 

3.2.3 打造特色农文旅体验项目，塑造品牌和亮点 

多种途径加大宣传推介力度，助推农文旅项目品牌亮点打造。以“吃、住、行、游、娱”为切入点，挖掘墅丰村人文特色和

乡土风情，全面展示农文旅产业园区的特色形象。 

3.2.4 引进和培育农文旅人才，构建人才队伍 

寻求专家团队的帮助，高标准协调各区域农业、旅游和文化产业融合发展，并制定和完善农文旅融合发展示范园区建设规

划；培养本土人才，政府统筹组织产业相关企业选派人员参加培训，与高校合作建立培训实习基地，为本地从业者提供更多学习

技术、行业规范和经营管理方法的机会。 

4 案例启示 

农文旅融合发展是实现乡村振兴、创建美丽乡村的重要途径。本研究以石门镇墅丰村为例，对该村发展方式的实践进行调

查。墅丰村从居于石门镇最后一位的经济薄弱村摇身一变成为“乡愁可寄”的未来乡村的“墅丰样本”。一方面是从未忘记农业

是根本，随着科技的进步，向现代化农业道路迈进，科技使村子富裕起来；另一方面是借助墅丰村地域文化特色—子恺文化，文

化特色与名人效应结合，使得墅丰村文化气息浓厚，知名度也相对提高。最终文化与农业的结合推动了旅游业的发展，而旅游业

使其变得更加活跃，也带动了文化和农业的发展。发展策略的应用也应因地制宜，农文旅融合发展模式适合墅丰村的发展，加以

墅丰村本身的特色，使其变得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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