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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祠堂变学堂”，村庄资
源变产品

走进临安区清凉峰镇杨溪村，一栋
别致的石头小楼房映入眼帘，这是村里
老匠人陈锦逵的麻酥糖体验馆，里面飘
出醉人的芝麻香、酥糖香。两层高的小
楼房里设有品茶区、产品展示区、手工
体验区、麻酥糖手作区等空间，装修古
朴雅致，格外温馨。手作间里，麻酥糖制
作技艺第四代传承人陈春娇正埋头熬制
麻酥糖的原材料：麦芽糖。“稍等我一下，
熬煮时需要全程盯着，马虎不得，不然会
煳掉。”她一边忙碌着，一边热情地招呼我
们坐下。

眼前的一切，让人感慨。谁能想到当
初的麻酥糖店铺只是开在家里的一个小
作坊，空间狭小、光线昏暗。每天制作的
麻酥糖仅供应小镇上的几家零售店。

临安面向全国招募乡村运营师后，
临安区旅游局副局长陈伟宏想到，章小
云是个不错的人选。当时，章小云经营
着一家旅行社，一直想寻找新的突破
口。于是，在陈伟宏的鼓励下，章小云
带团队实地走访了临安的 3 个村落。杨
溪村，就是此行中的一个。凭借着深耕
旅游行业 10 多年的“灵敏嗅觉”，章小
云一眼就相中了这个小村落。经过进一
步的交流，在陈伟宏的建议下，章小云
的思路也从最初打造单个项目，转变为
整村运营。

杨溪村是浙西地区的文化名村，“忠
孝文化”是它的底色。位于村庄正中的
孝子祠最具特色，这是一座有着千年历
史的祠堂。驻村初期，陈伟宏召集有关
旅游专家，与杨溪村村两委、章小云团
队进行策划座谈，围绕村落景区主题以
及特色资源孝子祠，进行整村策划，确
定以“忠孝古村”为主题建设“忠孝文
化村落景区”，并采用“祠堂变学堂”的

运营方式，实现村庄资源变产品。“忠孝
学堂”研学产品推出后，逐渐引起社会各
界的关注与认可，每年吸引 8000余名学
生前来体验忠孝文化。

要把整村运营起来，
让村民也能得实惠

“但仔细盘算，除了场地费，真正给村
里带来的收益并不多。”按照临安的乡村
运营模式，运营商不能只运营单个项目获
利，而是要把整村运营起来，让村民也能
得实惠。在调研了游客与村民的需求之
后，章小云团队又拿出了一套新的运营方
案，依托“忠孝学堂”，与专业研学机构合
作升级“忠孝文化”课程，策划推出做麻酥

糖、编草鞋、一封家书、农耕运动会等活
动，同时，增设了小火车、土灶头、户外拓
展等体验项目。此外，还设计出与周边
景区景点串联的游线，将原本半天的行
程，延长为一到两天。

自从村里有了体验项目，客流量大
增，因残障而无法外出就业的小李也摆
起小摊，做起生意。他说，春秋旅游旺
季，每天的营业额可达 7000元。村口小
卖部每月平均收入也从最初的 4000元增
加到10000元以上。

不忍看着祖辈的手艺后继无人，陈
春娇辞去城里稳定的工作，回乡继承父
亲陈锦逵的手艺，推出手作麻酥糖体验
项目，进行现场教学，在运营商协助下
对麻酥糖商品进行包装、宣传，还成功
将麻酥糖制作技艺申报为临安区区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有了运营商的赋能，曾
经的小作坊摇身一变成了麻酥糖休闲茶
吧，集参观、制作、体验、销售于一
体。随着电商销售渠道的打通，陈春娇
做的麻酥糖名气越来越大，还有国外的
客人找她购买。2023 年，陈春娇的儿
子、儿媳也从城市回到家乡继承祖业。
回首这几年的发展历程，陈春娇感触颇

深：“自运营商入村运营后，村子有了生
气。经过运营商的包装宣传，我的麻酥
糖更加畅销了，来杨溪村的游客总会人
手好几份带回家。”

“从最初打造‘祠堂变学堂’到整村
运营，真正把文化资源的价值挖掘了出
来，将文化资源优势转化成文化产业优
势，仅 2023年上半年，杨溪忠孝学堂研
学就接待中小学生 2 万余人，实现村集
体经济效益 26 万余元。”杨溪村党总支
书记陈建政说。

为“空心村”打开与外
界的对话之门

有文章这样形容龙门秘境，“从驶入
盘山公路那一刻起，目之所及皆是绿
色，它们是竹海、梯田和果园。往山下
望去，是潺潺的溪流，有‘山之麓，河
之曲，一湾秀色盘虚谷’之感。”

龙门秘境，一个由石门、龙上、大
山 3 个行政村组成的村落景区，最高处
海拔 1170米。行走在村落洁净的石子路
上，眼前是白墙黛瓦的民居，“油登粿”
香扑鼻而来，身边走过的游客满脸惬
意，村巷中阿公阿婆热情地打招呼，新
四军纪念馆内传出动人的讲解声……

2017 年以前，龙门秘境还是“空心
村”，如同它的名字一般，隐秘、鲜为人
知。境内的狮子山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
优势和地理风貌，孕育出一项独具在地文
化特色的攀岩项目，它的启动，打开了龙
门秘境与外界的对话之门。

“曾有人说高虹镇‘是一个没有民宿、
没有景点的地方’。我是土生土长的高虹
镇人，外婆家在大山村，那里有竹海、梯
田、果园，儿时每天路过的石门村是出了
名的古村落，怎么能说高虹镇没有景点
呢？”龙门秘境的运营商娄敏说。

临安举办面向全国招引乡村运营师
的活动后，娄敏决定运营龙门秘境。为
了保留乡村原汁原味的生态本底和文化
特色，她和团队以“运营前置”的策划
思维，对龙门秘境进行整村产业规划
设计。

入村不久，娄敏与村里签订合作协
议，共同组建运营公司，协议中不仅包
含打造龙门秘境的旅游业态，还包括如
何提高村民和村集体收入的内容。起初
的运营工作并不顺利，龙门秘境虽然拥
有丰富的山乡资源和特色原乡生活，但
是人才、资金匮乏，村民老龄化严重、
认知水平低。虽说狮子山的攀岩项目已
为龙门秘境打开了市场，可是，如何化

“美丽生态”为“美丽经济”，将“匆匆
过客”变为“悠悠住客”？

娄敏回忆，当时龙门秘境只有十几
户农家乐，特色不鲜明，生意也淡。必
须充分盘活山水资源，做好从“卖风
光”到“卖生活”的文章，才能形成完
整的产业链。在充分调研石门、龙上、

大山三个村庄之后，娄敏团队确定了以
探古、畅玩、康养、研学为主题的秘境
之旅，并建起中高端民宿。

“做梦都没想过靠自制
特产也能挣钱”

运营的第二年，原本的“空心村”
有了“面子”。娄敏团队挖掘当地文化、
民风民俗、特色饮食等资源，在村落建
设了一批小而美的“网红打卡点”，以

“前店后作坊”的模式进行产品展示，开
展互动体验。原本寂寥的石门老街，因
一家家店铺的回归和开张，逐渐恢复了
昔日的热闹。来龙门秘境体验原乡生活
的游客越来越多。垄上行民宿更是一跃
成为龙门秘境的“网红民宿”，随后还发
起组建了龙门秘境民宿小集群。每逢节
假日，民宿小集群的成员都会在微信群
里交流工作，及时分享民宿房间入住情
况，在自家民宿满房的情况下，将住客
分流到其他有空房的民宿。一些最初持
观望态度的农家乐，也纷纷开启“微改
造，精提升”。

如今，经过资源整合与重塑，龙潭
运动拓展基地、冰川遗存天石滩、康养
研学基地金竹坞、大山梯田林家塘、星
空之城草山岗等景点，垄上行精品民
宿、森林小木屋等中高端民宿酒店，民
俗文化体验馆、新四军纪念馆、红色文
化体验馆、乡愁记忆馆、乡村振兴馆、
攀岩博物馆等场馆，民俗风味小吃体验
房、土特产超市、精酿啤酒吧、梯田小
火车、音乐烧烤、龙潭奇幻乐园、RC龙
腾赛道等旅游配套设施形成合力，共同
为龙门秘境摘下了“冷门”的标签。每
年举办的华东地区水上攀石精英挑战
赛、菊花文化节、龙门秘酱节、农民丰
收节、精酿啤酒节、寻味龙门年俗节、
嬉水纳凉节、星空之城露营大会等系列
节庆活动，为在地文化融入温度，使

“龙门秘境”品牌得到广泛传播。
“第一届龙门秘酱节后，村里的张阿

姨拿着奖金激动地对我说，做梦都没想
过靠自制特产也能挣钱。”娄敏介绍，

“2023年，我们累计接待游客 200余万人
次，营收 9000余万元，直接解决村民就
业300余人，增加村集体经营性收入400
余万元，村民增加收入 7000余万元，吸
引青年、新乡贤 68人回乡创业，引入社
会资本1.5亿元。”

图①：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青山湖
景区，游客泛舟游览水上森林。

胡建强摄 （人民图片）
图②：杨溪村举行的“拜师礼”研

学活动。 （杨溪村村落景区供图）
图③：朱湾村举办春笋乡亲宴。

（乡野乐创文旅发展有限公司供图）
图④：龙门秘境曾经的抛荒地蜕变

为草山岗露营基地。
（龙门秘境村落景区供图）

2024 年春节假期即将到
来，多地以“寻年味儿”为
乡村游主题，让游客下乡拾
年味、寻年俗、觅乡愁。

日前，文化和旅游部推
出“乡村四时好风光——游
购乡村 欢聚过年”全国乡村
旅 游 精 品 线 路 68 条 ， 分 为

“多彩乡村”“欢聚过年”两
个部分。“多彩乡村”线路以
乡村丰富多彩的地域特色、
物产民俗、民族风情、历史
文化、农耕文明等内容为亮
点，通过乡村旅游线路挖掘
乡村多元价值、拓展农业多
种功能；“欢聚过年”线路突
出冬季和春节时令特点，以
年俗文化、节庆活动、赏冰
玩 雪 、 乡 村 美 食 、 年 货 集
市、温泉养生、合家出游等
为重点推荐内容。

此次“游购乡村 欢聚过
年”全国乡村旅游精品线路
发 布 推 广 ， 是 文 化 和 旅 游
部、商务部共同启动的 2024
年“游购乡村”系列活动的
重要内容，吸引了众多市场平台参与。中国文化传媒集
团举办以“我的家乡好风光”为主题的“文旅新霞客”
短视频征集活动；中国银行将通过公益中国、手机银行
等平台推广线路专题和周边农产品；抖音搭建“游购乡
村”专属话题页；高德地图上线“游购乡村 欢聚过年”
导航地图，用户在高德地图 APP首页搜索关键词“乡村
旅游地图”或“游购乡村”就能查阅线路周边重点村
镇、景区景点，并实现导航、预订、分享等相关功能；
美团将配合线路推广，围绕春节、美食、文化、旅游，
开设专题页面，举办“美食地图”活动；携程将对乡村
旅游精品线路进行图文展示，并对用户进行多点推送；
飞猪将结合入选线路，联合平台商家开展公益直播，推
出乡村旅游产品榜单；小猪民宿将结合“民宿扶持计
划”，支持线路周边民宿上线，包装推广主题线路套餐产
品；木鸟民宿将在 APP和小程序首页上线线路专题，围
绕乡村游打造系列彰显当地特色的民宿产品。

“乡村旅游具有鲜明的空间差异感和生活体验性，有
不同于城市的自然风光、各具特色的民俗风情、本地食
材和传统烹调的农家菜肴、融入日常生活的民居宅院
等。”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说。

如今，购好物与赏风景、品美食、看民俗一道，已
成为乡村旅游的重要内容。乡土气息浓郁的土特产有着
鲜明的地域特色，既能体现地方文化特色，也寄托着人
们的乡愁。

安徽省泾县推出“来泾县过大年”新春文化旅游活
动，包含泾喜年俗大赏、纸有泾喜、猛兽萌宠陪你过大
年、泾喜年味饭、泾喜好宿、泾喜好礼、泾喜红包等十
二大主题活动，集中展示泾县优质文旅资源、传统文化
和年俗风情。新春期间，游客可以走进中国宣纸小镇，
逛龙年市集，看灯光秀，还可以用宣纸打印新春旅拍全
家福。游客在湖南省新晃侗族自治县可欣赏侗乡“村
晚”，沉浸式体验地道的侗乡文化，并能买到腊肉、侗藏
红米、龙脑等特色年货。

除了农副产品、土特产品外，融入非遗、传统手艺
等元素的文创产品也备受游客青睐。例如，已有400多年
历史的虎头鞋制作技艺，是江苏省南京市非遗项目。该
项目传承人吴丽花介绍，通过把非遗与国潮、实用性相
融合，打造“花针匠”非遗老虎鞋品牌，兼具东方美、
时尚感、趣味性，分为儿童款和成人款，适合日常穿
搭。此外，还推出实用性和个性兼具的虎头包等文创产
品。丰富多样的文创产品让“到乡村购物”更有吸引
力、文化味，成为“游购乡村”的一大看点。

上图：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区“秦淮源头过大年”乡村
田园集市上，各类年货琳琅满目，现场还举办戏曲、舞龙船
表演等活动，吸引市民游客赶集市、购年货。

朱红生摄 （人民图片）

爱乡村 会策划 懂经营

运营师让临安山村大变样
刘 珊

爱乡村 会策划 懂经营

运营师让临安山村大变样
刘 珊

天目月乡、径山阳坡、红叶指
南、龙门秘境……这些分布在天目
大地上的乡村，犹如一颗颗被串起
的明珠，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天目村落”，这是浙江省杭州市临
安区创建的浙江首个“村落景区”
公共品牌。它的诞生离不开一个名
叫“乡村运营师”的团队。

2017年5月，临安区旅游局提
出“乡村市场化运营”概念，并面
向全国招募乡村运营师，吸引了一
批批爱乡村、会策划、懂经营的
人涌入临安，积极发展乡村旅游，
振兴乡村。这股新生力量的加入，
为临安山村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和
内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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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乡土中国

本报电（记者尹婕） 1月25日，由中青旅筹建运营的
马尼拉中国签证申请服务中心开业。中国驻菲律宾大使
黄溪连，中青旅党委书记、董事长倪阳平等嘉宾出席开
业仪式。

马尼拉是菲律宾的首都，马尼拉中国签证申请服务
中心是2024年度中国首个海外签证中心，将更好地服务
中菲人员往来，为申请人提供优质便利的签证服务。倪
阳平表示，中青旅始终致力于打造优质“中国服务”，为
中外人文交流作贡献。

近年来，中青旅在全球签证服务方面持续发力，有
序推进国际化业务布局。截至目前，中青旅已成功筹备
开办了疫情后中国首个海外签证中心——中国驻埃塞俄
比亚签证申请中心，接连获得在菲律宾、以色列、沙特
阿拉伯等国家的中国签证申请服务中心运营权，已形成

“全球签证+全国办理”一体化业务发展模式。作为中国
文化和旅游行业代表性企业，中青旅将持续强化与共建

“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深度合作，以高质量签证服务
助推高水平对外开放。

2024年中国首个海外签证中心开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