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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坚

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

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

求，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让乡村更加美丽，让农业乡村产业更加兴

旺，让农民更加富庶，让生活更加幸福。多年

来的实践证明，发展乡村旅游是实现乡村振兴

的重要力量、重要途径和重要引擎。在乡村振

兴的新时代，乡村旅游要有新作为、大作为。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科学规划布局乡村旅游产业，改变过去乡村从属于城市的现实，建立了一

种全新的城乡关系和发展方向，将有利于在未来形成“村镇化”与“城镇化”的双轮驱动，形成城乡经

济社会一体化的新格局。

   

   乡村旅游能起到什么作用？

   

   乡村美，首先是文化美；乡村振兴，要以文化为引领；乡村旅游，要以文化为本。目前，在

一些地方存在着乡村文化凋敝甚至“消失”的问题，乡村旅游担当着保护和振兴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

使命。乡村旅游要更加注重保护、传承和弘扬乡村文化、乡村民俗、乡村非物质遗产，以更加丰

富的乡村旅游产品和业态，让人们体验乡村文化；让乡村文化在共兴共享的乡村旅游中发扬光

大，再续辉煌。

   

   对一般村落文化保护而言，发展乡村旅游以及休闲和农业旅游可能是现实的途径。在经济发

展与村落文化保护这对矛盾中，乡村旅游和传统手工业的振兴，被认为是弥合二者的确效路径。

在发展旅游产业这一视角下，我们看到传统农业文化保护与发展的契机和曙光。

   

   手工榨糖、酿酒、纺棉织布、土陶制作、打铁、竹编等一些古老的技艺，以及收藏在博物馆

里的农具，这些曾经是乡村生活重要组成部分的元素，承载了一代又一代无名工匠的创造冲动，

也记录了农耕民族文化创造的历史。那些源自于乡土的民间艺术，同样是民间艺人对其生活世界

的审美传达。因此，只有立足于农耕生产生活，我们才能理解江南水乡的跳鱼舞狮、西北干旱地

区的唱雨戏，才能在其独特的韵律中体会到农民对大自然的敬畏与对丰收的期盼。此时，面对转

型中的乡村生活，留住那些行将消逝的技艺，不仅可以增进我们对自身所属文化模式的理解，也

能增进我们对乡土中国的认识。

   

   为充分发挥乡村旅游保护与传承乡村文化的作用，我认为特别要重视三个问题：

秦晖 陈行之 龙应台 郑永年

曹林 丁学良 鄢烈山 傅国涌

于建嵘 陈志武 徐贲 郭宇宽

马立诚 陈嘉映 向继东 黄宗智

杨祖陶 赵汀阳 戴建业 李昌平

沈志华 王霄 张鸣 杨鹏

杨奎松 周濂 王海光 陈奉孝

邓晓芒 郭世佑 马玲 王振东

狄马 史啸虎 王缉思 袁伟时

熊培云 秋风 孟令伟 雷一宁

刘小枫 周枫 蒋兆勇 吴伟

热门专栏

会员 | 公众号 | 微博 | 手机版

相同作者阅读

朱启臻：导致乡村衰落的因素及其后果

朱启臻：乡村衰落的因素及其后果

朱启臻：从“输血式”到“造血式”扶贫，乡

朱启臻：农民增收措施为什么难以奏效

朱启臻：乡村振兴路径及未来前途

朱启臻：关于乡村建设行动的几点思考

朱启臻：谁是现代农业的主体？

朱启臻：乡村振兴如何才能产业兴旺！

朱启臻：啥现在有的农民越来越不爱惜土地了

朱启臻：夯实乡村振兴的农业组织基础

相同主题阅读

姜长云：新发展格局、共同富裕与乡村产业振

田毅鹏：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社会

陈柏峰：促进乡村振兴的基层法治框架和维度

刘艳梅：推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取得新进展

王艺明：打造乡村振兴发展新格局

李昌平：从基层实践角度看乡村振兴战略下一

王艺明：乡村产业振兴的发力点和突破口

于文豪：乡村振兴促进法的特色与关键制度

王晓毅：实现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

马建堂：在新发展阶段高质量全面推进乡村振

>>更多相关文章

首页 法学 经济学 政治学 国际关系 社会学 新闻学 教育学 文学 历史学 哲学 思想库 关键词 笔会 排行 导航

登录

新用户注册

作者 立即搜索

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1035.html
http://www.aisixiang.com/data/search.php?keyWords=%C2%C3%D3%CE%D2%B5&searchfield=keywords
http://www.aisixiang.com/zhuanti/560.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ZhuQiZhen.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qinhui.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chenxingzhi.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longyingtai.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zhengyongnian.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caolin.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dingxueliang.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yanlieshan.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fuguoyong.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yujianrong.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chenzhiwu.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xuben.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guoyukuan.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malicheng.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chenjiaying.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xiangjidong.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huangzongzhi.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yangzutao.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zhaotingyang.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daijianye.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lichangping.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shenzhihua.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wangxiao.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zhangming.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yangpeng.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yangkuisong.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zhoulian.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wanghaiguang.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chenfengxiao.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dengxiaoman.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guoshiyou.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maling.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wangzhendong.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dima.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shixiaohu.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wangjisi.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yuanweishi.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xiongpeiyun.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qiufeng.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menglingwei.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leiyining.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liuxiaofeng.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zhoufeng.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jiangzhaoyong.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wuwei.html
http://www.aisixiang.com/data/131151.html
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9626.html
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8123.html
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7689.html
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7651.html
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3580.html
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0189.html
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7794.html
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6128.html
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4863.html
http://www.aisixiang.com/data/131511.html
http://www.aisixiang.com/data/131510.html
http://www.aisixiang.com/data/131450.html
http://www.aisixiang.com/data/131447.html
http://www.aisixiang.com/data/131441.html
http://www.aisixiang.com/data/131318.html
http://www.aisixiang.com/data/131113.html
http://www.aisixiang.com/data/131082.html
http://www.aisixiang.com/data/131068.html
http://www.aisixiang.com/data/130945.html
http://www.aisixiang.com/data/related-109686.html
http://www.aisixiang.com/
http://www.aisixiang.com/
http://www.aisixiang.com/academic/faxue.html
http://www.aisixiang.com/academic/jingjixue.html
http://www.aisixiang.com/academic/zhengzhixue.html
http://www.aisixiang.com/academic/guojiguanxi.html
http://www.aisixiang.com/academic/shehuixue.html
http://www.aisixiang.com/academic/xinwenxue.html
http://www.aisixiang.com/academic/jiaoyuxue.html
http://www.aisixiang.com/academic/wenxue.html
http://www.aisixiang.com/academic/lishixue.html
http://www.aisixiang.com/academic/zhexue.html
http://www.aisixiang.com/thinktank/
http://www.aisixiang.com/zhuanti/
http://www.aisixiang.com/penclub/
http://www.aisixiang.com/toplist/
http://www.aisixiang.com/daohang/
http://www.beijingshixian.com/
http://www.aisixiang.com/member/login.php
http://www.aisixiang.com/member/register.php


   

   一是重视乡村文化开发和旅游规划决策的村落社区参与。村落社区参与体现了“自下而上”的

决策理念和思想。这种参与性决策与规划一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政府主导的参与式决策与规

划，通过多种社区参与的技术，让社区最大限度地参与进来，以实现决策、规划的民主化；一种

是乡村居民主动参与的形式，即居民自己组织，进行发展论证，与政府之间进行互动。无论哪种

形式，目的都是尊重当地居民的感受和需要。之所以要强调村落参与，是因为现实生活中，有着

强烈排斥农民的倾向，一个乡村一旦被发现有旅游价值，公司就来圈地，把农民排斥在外，这种

做法不仅伤害农民利益，也难以实现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失去了农民的村落是没有灵性的。

   

   二是体现村落社区居民的旅游经营参与，社区居民的劳动生活过程就是旅游经营与服务过

程，只有把两种活动的目标统一起来，才能调动农业文化和旅游开发的积极性，实现乡村旅游的

良性循环。因此，要特别注意一些工商资本排斥农民和农村社会，只是在农村圈出一块地，搞所

谓度假村、观光园之类的不好苗头。农业、农民、村落是乡村文化不可分割的载体，排除了农民

的乡村旅游是空洞而单调的，并无文化可言，也不可能有可持续的生命力。

   

   三是重视游客的参与。乡村旅游中的游客不是观光客，而是乡村文化的参与者。可以通过设

计体验项目、城市居民在农家休闲度假、参与当地民俗活动、承包农民的地块或树木、城市居民

农产品消费与农户生产对接、机关或学校团体与社区对接等方式实现游客的充分参与，以及与农

民的充分交流。

   

   需要指出的是，乡村旅游的设计，不是单纯的农业生产的设计，更不是单纯的建筑设计，而

是集农业、文化、民俗、村落和民居设计、景观设计等为一体的综合设计，需要社会学、经济

学、民俗学、农学、生态学、建筑学、旅游学、人类学等多学科参与讨论策划。

   

   目前，乡村旅游在保护村落文化方面还存在着明显缺陷。一是排斥了农民和农村的乡村旅

游，如一些观光园、农业主题公园等，这种做法解决的不是乡村问题，而是满足少数精英的创造

作欲和有钱人进入利用美丽乡村环境获得宜人生活环境空间的需要，难以体现村落文化的保护和

传承的功能，也难以让农民获得乡村旅游收益。以获利为目的的外来资本投资乡村旅游，并无益

于村落文化的保护。二是一些不恰当的经营管理方式，于无形之中将商业化的元素渗透到当地文

化的细胞中，一些朴实的乡村文化随着旅游开发逐渐变味。都市文化、特别是消极的都市文化，

对传统文化的冲击，加速了优秀村落文化的毁灭。三是缺乏科学规划的大兴土木、破坏地形地貌

和景观生态，以及私搭乱建、搞不协调的城市娱乐工程等做法，是与村落文化保护和传承背道而

驰的。

   

   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大部分村落既不是古村落，也缺乏旅游休闲条件，这样的村落同样需要

保护。乡村振兴要把满足村民对自身美好生活需要放在突出地位，尊重乡村自身的发展规律。要

为乡村设计既要能体现乡村特点和蕴涵乡村文化，又具备现代居住条件的民居；农田的布置、作

物和树种的搭配，使一年四季都有不同景观；生态系统循环利用、休耕与轮作、循环利用与废弃

物废水的处理、土地的净化等，要发扬有机可持续的生产与生活理念；地方知识和传统工艺的农

产品加工和食品制作，也会为农民带来收益；现代科技在生产和生活中的广泛应用，可以极大提

高农民的幸福指数。

   

   如果人为加速村落消失，或者把农民全部请“上楼”，人们失去的不仅是童年的快乐、对家乡

的眷恋以及心灵休憩的地方，也消灭了乡村文化提以得以存在的空间，毁掉了子孙后代寻根的精

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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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典型案例有哪些启发？

   

   我们考察过了一个叫何斯路的传统村庄，这个村庄依靠自己的力量从衰败走向了富裕。何斯

路村位于义乌闹市商海西15公里的山区，由于耕地少，交通闭塞，乡村精英和青壮年劳动力流

失，到2007年，这个拥有户籍人口900多人的村庄，常住人口只有300人左右，而且以留守老人为

主，人均收入4570元，昔日的良田被“抛荒”，往日青山绿水变成垃圾遍地污水横流，世代居住的

村庄沦落为“空心村”，日渐凋敝，成为义乌最贫困的山村之一。

   

   而今的何斯路村不仅成为远近闻名的富裕村，而且早已旧貌换新颜，成为一个如诗如画般的

幸福美丽乡村，百亩薰衣草庄园内常年繁花缤纷，多样化民居建筑错落有致。阡陌交通、青山绿

水、鸡犬相闻、鸟语花香、和谐恬静的村落环境，俨然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何斯路村先后获

得国家级“最美乡村示范村”“最美田园村”等多项荣誉桂冠，真正实现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的发展理念。

   

   何斯路村的蜕变是从认识乡村资源开始的。以往对乡村的认识就是资源匮乏，没有产业支

撑，解决不了就业和增收问题，于是人走村空。2008年何斯路回来一个叫何允辉的人任村主任，

他懂得乡村的资源不仅在于土地和矿山，而应该包括自然资源、社会资源和文化资源。他们自觉

或不自觉地在整理资源的基础上，发现资源要素的价值，并找到实现其价值的路径。单一的传统

农业无法使村民安居乐业，片面发展工业也常常加速乡村的衰亡。何斯路村立足乡村特色资源、

以乡村文化传承为核心、走出了一二三产业有机融合的脱贫致富之路。

   

   村里的传统种植主要是糯米、水稻、油菜、蔬菜等，在保留传统种植满足村民生活需要的前

提下，把100亩荒地充分利用起来，选择了薰衣草作为现代农业发展主题，将薰衣草种植、加工及

旅游融合发展。除了门票收入，薰衣草提炼精油及其副产品的深加工，经济效益十分可观。走出

了一条保护原生态自然环境，有效地利用耕地资源，美化了村居环境，发展特色产业的可持续发

展之路。

   

   传统手工艺是村落的重要产业资源。何斯路素有家家户户酿制黄酒的民俗传统，采用山泉水

和自产糯米做材料，纯手工酿造，曾经是村民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也是村中曾经的特色传统产

业，但随村落衰落而萎缩了。当地认识到家酿黄酒传统工艺的经济意义和文化价值，动员有经验

的村民恢复传统工艺黄酒酿制，并举办何氏家酿黄酒节，邀请专业人士对村民自酿黄酒进行评比

并给予相应奖励。每年黄酒节，300多户村民踊跃参加，游客络绎不绝，对村民自酿黄酒赞不绝

口，黄酒供不应求。通过游客口碑和媒体宣传报道，如今何斯路的黄酒节和黄酒已成为何斯路村

的一张名片，为村民增加收入数百万元。更重要的是古老的黄酒酿造工艺得到传承。

   

   民宿是许多乡村振兴的基本路径，以至于成为乡村发展规划的标配。何斯路村具备发展民宿

的所有要素：特色民居与村落景观引人入胜，丰富的民俗与村落文化耐人寻味，山水成趣与农业

景观使人流连忘返。但在过去没有把这些要素当财富。如今村里拥有了100多间客房，6个会议

室，可容纳300多人同时就餐的度假宾馆，入股村民每户年分红在8000元以上，可增加村民年工资

性收入200多万元。民宿、茶馆、咖啡馆、小商店也发展起来了。这里人们不仅看得到山，望得见

水，还可零距离地体验民俗文化和乡愁。

   

   何斯路村实现了真正意义的产业融合，首先体现在资源整合，山水林田路统一规划，充分挖

掘和利用了村中的水域、园林、土地、古民居等乡村生态资源的价值，其次是不同产业彼此融合

渗透，农业、手工艺、文化、旅游相互融合，实现了村落的全域景观营造。产业链由此得到延

伸，如从糯米种植到黄酒的酿造，再到黄酒节的举办和酒文化的弘扬；产业功能也由此扩展，乡



村的生产、生活、文化、社会以及教育功能得以综合体现。其三，何斯路找到了实现产业融合的

平台，即以村民为主体的股份合作社。这是村社一体的合作社。邀请专家对村内生态资源进行专

项评估测价，将其折算成股份，实行“一草一木皆股份”的“生态股”，每个村民可享受“不花一分

钱、免费享有2000股”的权益，以原始股方式入股合作社。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体现乡村整体价值的

创造。

   

   从认为乡村没有资源，到充分挖掘乡村资源而形成系列产业，是何斯路从贫困到富裕转变的

认识基础，可贵之处在于他们认识到了乡村的价值，没有使乡村受到建设性破坏，为乡村进一步

发展保留了最为珍贵的资源。

   

   谁是乡村振兴的主体？

   

   谁是传统村落保护与振兴的主体？这个主体只能是当地的居民。离开或排斥村民的任何“振

兴”“发展”都是本末倒置，既不能保护和传承传统文化，也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何斯路村发展经

验告诉我们村民主体地位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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