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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旅游乡村”的发展启示
熊海峰

当地时间 10月 19日，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全

体大会第 25 届会议公布 2023 年联合国世界旅游

组织“最佳旅游乡村”名单，我国江西篁岭村、浙江

下姜村、甘肃扎尕那村和陕西朱家湾村入选。

“最佳旅游乡村”是世界旅游组织在 2021 年

倡议发起的评选活动，是旅游促进农村发展计划

的组成部分，旨在表彰在旅游促进乡村景观保

育、文化遗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标杆案

例。加上 2021 年入选的浙江余村、安徽西递村

和 2022 年入选的广西大寨村、重庆荆竹村，中国

入选乡村总数达到 8 个，位列世界第一。

那 么“ 最 佳 旅 游 乡 村 ”的“ 佳 ”在 何

处？提供了何种成功示范？结合世界

旅游组织的评选标准来看，

有 几 点 经 验 值 得

各地借鉴。

一是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乡村旅

游铺就可持续发展的绿色基底，让高品质生态

建设与高质量旅游发展互促共进。例如，“两山

夹一水”的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下姜村践行“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不断深化“千万工

程”实践，实现了从“脏乱差”到“绿富美”的华丽

蜕变。

二是因地制宜塑造鲜明文化特色。植根区

域特点和资源禀赋，在做好文物与遗址保护的基

础上，加大村域文化的挖掘、梳理、提炼、阐释和

创新活化，营造具有独特文化底蕴的旅游体验场

景。例如，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篁岭村通过推出

“晒秋”等一系列独特的地域乡土文化品牌，吸引

了大批海内外游客。

三是因需而变创新旅游产品。以市场需求

为导向，回归乡村旅游本质，围绕乡景、乡味、乡

娱、乡情等乡村特色生活方式，不断推出文旅融

合型新产品、新服务和新业态，为游客提供“玩”

于乡村的情境体验和美好回忆。例如，陕西朱家

湾村将柞水渔鼓、古法酿酒等非遗融入旅游。

四是因事而盟构建利益共同体。围绕发展

乡村旅游之事，建立健全利益联结机制，构建共

同创造和分享价值的生态体系，实现村民、集

体、企业等多方互利共赢。浙江淳安县成立

乡村振兴联合体，以下姜村为核心联合周边村落

协同发展，发挥文旅联合带头作用，创造了“先富

帮后富、区域共同富”的“大下姜”乡村联合体共

富发展模式。

目前，我国已推出近 1600 个全国乡村旅游

重点村镇，并有超过 6 万个行政村开展旅游经

营活动。这些“最佳旅游乡村”即是其中佼佼

者，它们向世界展示了旅游促进乡村振兴的中

国 道 路 ，也 为 乡 村 旅 游 创 新 发 展 提 供 了 示 范

样板。

当下，我国旅游市场进入一个品质旅游、数

智旅游、分众旅游、文化旅游多元叠加的时代，人

们的消费需求正从低层次向高品质和多样化转

变，游客更加注重体验的丰裕度、参与的沉浸度

和回忆的愉悦度。相比市场需求的深刻变化，目

前我国乡村旅游建设中还存在产品同质化、业态

单一化、经营无序化等问题。

因此，非常有必要把握此次评选契机，发挥

好“最佳旅游乡村”的示范效应，加大经验宣传和

推广，以点带面，不断提升我国乡村旅游的特色、

品质与品位，让更多游客走进乡村、更多乡村走

向世界，让更多世人了解美丽、富裕、幸福与和谐

的乡土中国。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副
教授）

江西：

篁岭古村秋色美
本报记者 刘 兴

10 月 19 日，篁岭人曹锦钟在乌兹别克斯

坦撒马尔罕领回了“最佳旅游乡村”的奖牌。

从江西省婺源县篁岭村到撒马尔罕直线

距离 5000 公里，曹锦钟转了一趟机，用了 26 小

时才抵达。而篁岭村，从一个破败的空心村到

世界“最佳旅游乡村”用了整整 15 年。

“这份荣誉，是对篁岭发展乡村旅游取得

成绩的高度肯定，更是一份激励！”曹锦钟欣喜

地说。2009 年，曹锦钟辞去当地中心小学的

教职，加入篁岭景区，任办公室主任一职。此

后，曹锦钟和篁岭一起成长，如今已是婺源篁

岭文旅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

时间回到 15 年前，这个“挂”在山崖上，有

着 500 多年历史的古村，面临“人走、屋空、田

荒、村散”的尴尬，180 多户人家的村庄一度外

迁到只剩下 68 户。“那时候村里交通不便，村

民大都以种田为生，居住空间狭小，一辈子一

眼就能看到头。”篁岭村民曹日泉回忆说。

就在篁岭逐步走向衰败的时候，一个团队

的出现改变了篁岭的命运。2009 年，当地以

“新村换古村、新房换古宅”的模式，对篁岭进

行保护性开发。村民搬进山下的新住宅，村集

体土地通过招拍挂的方式，让企业进行旅游开

发与管理。

“我们投资千万元，在山下建设安置房和

公寓，帮助村民搬出破旧的房屋住进山下的新

楼房，并返聘部分村民回景区上班，曹锦钟就

是被返聘的村民之一。”婺源篁岭文旅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吴向阳说。

2012 年 2 月，篁岭民俗文化村开发项目拉

开帷幕，婺源乡村文化发展有限

公司开创婺源古建“异地搬迁、集

中保护”模式，让零散分布于婺源乡

村的 40 余栋明清时期的祠堂、书院、民

宅和牌坊等，在篁岭焕发生机与活力。

“拥有传统村落、梯田花海、水口古树等资

源的篁岭古村，如果按照传统套路开发，容易

陷入‘千村一面’的窘境。越是民族的就越是

世界的，近年来，篁岭通过对古村进行保护性

开发，修复 100 余栋古建筑，保护水口林等生

态环境，还通过推出‘晒秋’等一系列独特的地

域乡土文化品牌，扬名全球。”吴向阳说。

“和我国其他 3 个入选地相比，篁岭有着

独特的文化资源。”曹锦钟说，如今的篁岭，在

保护好明清古建，打造万亩梯田景观，推出 10

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留住乡俗乡愁之外，又推

出了美宿度假、流光森林夜游等新业态。

短短十几年时间，篁岭村从一个濒临消亡

的贫困村一跃成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村民

人均年收入从旅游开发前的 3500 元提高至

5.6 万多元。2023 年中秋国庆期间，篁岭游客

量再创新高，累计接待游客逾 18 万人次。

游客接待量逐年提升的同时，篁岭走向

世界的脚步也从未停歇。“作为世界最佳旅

游乡村，未来，我们将更加努力提升乡村

旅游产品和服务品质，不断提高国际知

名 度 。 坚 持 资 源 保 护 ，实 现 可 持 续 发

展。同时加强与入境游旅行商合作，借

势营销，引客入境，实现品牌效益向经

济效益转化。”曹锦钟说。

陕西：

秦岭独秀朱家湾
本报记者 杨开新 张 毅

路边美居错落，溪中流水潺潺，树叶变黄泛

红，举目天蓝云白⋯⋯10 月 25 日，深山中的朱家

湾村虽非周末，但奔着美景、美食的游客依然纷至

沓来。

朱 家 湾 村 隶 属 于 陕 西 省 商 洛 市 柞 水

县 营 盘 镇 ，近 年 来 频 频 成 为 附 近 游 客

的 打 卡 点 ，近 日 更 因 入 选 世 界 旅 游 组

织“ 最 佳 旅 游 乡 村 ”名 单 而 声 名

远播。

过去，朱家湾村是养在深闺人未

识 的 天 然 氧 吧 。 面 对 没 什 么 资 源 、

“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困境，村民们种

天麻、砍毛竹、养牛养鸡，腰包始终鼓

不起来。怎么办？

村党支部书记毛家锋说，大家意

识到，立足村情才有出路，要把好朱家

湾村自身的“脉”：村子位于秦岭南部腹

地、牛背梁脚下，森林覆盖率高达 93%，空

气质量优良率 99%以上；同时，区位优势很明

显，西康铁路、包茂高速等穿境而过，从西安驾

车过来只要一个多小时。

发展乡村旅游，成为不二选择。

2008 年 前 后 ，几 户 人 家 率 先 办 起 了“ 农 家

乐”。李春花从事这一行业十几年了，从起初的

举 步 维 艰 到 如 今 顺 风 顺 水 ，解 决 就

业 10 余人。她告诉记者，除了

大 伙 儿 的 努 力 与 坚 持 ，关

键是吃上了生态饭、旅

游饭。

发 展 旅 游 ，朱 家 湾 村 注 重 大 家 共 同 得 实

惠。毛家锋说，在打造终南山寨景区过程中，村

里与投资方一度争得面红耳赤，就是为了让新

建的村民安置点位于能获得人流的适当位置，

并成为景区的配套功能区。

走进村里的“旺旺堂”客栈，“95 后”老板吴旺

说，以前他一心想走出大山，曾在西安的餐馆炒了

3 年菜。后来，看到老家变化很大，便回来在家门

口创业。“生意好时，一年能挣 20 万元，比在外挣

得多，幸福指数也高。”

“过去村里 80%以上的劳动力都外出打工，如

今 来 了 一 个 反 转 ，80%以 上 的 村 民 都 在 本 地 就

业。”毛家锋说，最新统计结果，目前全村只有 5 个

人在外地就业。

柞水县锚定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的路子，

围绕朱家湾村优质生态资源选产业、引企业、招项

目，大力发展“生态+”经济模式，一幅秦岭美丽乡

村的“富春山居图”徐徐展开，昔日的穷山村变了

面貌。2022 年，全村农民人均纯收入 26650 元，旅

游收入贡献占比达 70%以上。

商 洛 被 誉 为“ 秦 岭 最 美 之 地 ”，是 全 国 唯

一 全 域 处 于 秦 岭 腹 地 的 地 级 市 ，朱 家 湾 村 仅

是 千 百 个 村 落 中 的 一 个 。 下 一 步 ，商 洛 市 将

用 好 独 特 的 文 化 和 旅 游 资 源 ，按 照“ 高 品 质 提

升 、高 质 量 管 理 、高 水 平 营 销 ”的 思 路 ，全 力 打

造 环 境 最 美 、气 候 最 佳 、生 态 最 绿 的 旅 游 目

的地。

甘肃：

农兴牧旺扎尕那
本报记者 赵 梅

深秋的扎尕那景区，层林尽染，风光无

限。位于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益哇

镇的扎尕那村，是地处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和

四川盆地交界地带的藏族村寨，山势奇峻、云

雾缭绕、风光秀丽。

“扎尕那自然风光迷人，静谧祥和，食宿

方便，每次去都有不同的感受！”甘肃兰州游

客王茗说，闲暇时她总会前往扎尕那村小住，

放松身心。

扎尕那，藏语意为“石匣子”。从高处俯

瞰 扎 尕 那 村 ，宛 若 一 座 浑 然 天 成 的“ 石 头

城”。进入石头城腹地，映入眼帘的是一排排

藏式村寨，以及错落有致的踏板房，层层分

布，户户相连。

“村民在山下耕种，在半山放牧。”扎尕那

村党支部书记班代交说，独特的自然条件形

成了扎尕那村完整紧密、自给自足的农林牧

复合系统。

今年 33 岁的道杰丁九，世代居住在扎尕

那村，生活主要靠农耕和放牧。高中毕业后

的他走出大山，跑起了汽车运输。2014 年，

家乡开始发展旅游业，他毅然回乡开办民

宿。道杰丁九说，目前，他的民宿已有 28 间

客房。

“旺季房间必须提前一周订，豪华套房和

标间一直是客满状态。”道杰丁九说，因为游

客增加，他又聘请了两名服务员。

“一家民宿一年收入平均在 3 万元左右，

今年游客井喷式增长。”益哇镇党委副书记阿

高说，扎尕那村 225 户村民中，开办农家乐的

就有 182户。今年到村里旅游的人数达 120万

人次，旅游收入 5000 余万元。

除了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扎尕那村的

基础设施、村容村貌也发生着翻天覆地的

变化。

“村里都是水泥路，路两侧还种了花

草，村子越来越美了！”78 岁高龄的村

民智尕感叹说，他相信以后大家的生

活会越来越好。

阿高告诉记者，除了提升村容

村貌，扎尕那村还通过山水林田湖

草综合治理修复生态，在发展旅游

产 业 的 同 时 更 好 地 做 好 生 态

保护。

“我们一直在寻找保护与发展

的平衡点，探索以乡村旅游反哺生

态保护的新路，利用扎尕那独特的

自然与人文景观、民俗风情资源，大

力发展生态旅游产业，走上了文化和

旅游深度融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乡

村旅游发展道路，让生态旅游真正成为乡

村振兴的动力源。”甘南藏族自治州旅游局

局长马文涛说，他们将以入选世界旅游组织

“最佳旅游乡村”为契机，以生态保护为根

本 ，以 创 建 5A 级 景 区 为 抓 手 ，严 把 质 量 关

口，提升景点、交通线路和服务设施、服务水

平，让更多人领略扎尕那之美，让村民吃好

“生态饭”“旅游饭”。

浙江：

山环水绕富下姜
本报记者 李 景

站在下姜村的廊桥上放眼望去，两岸粉墙黛

瓦，村容干净规整，村舍鳞次栉比，新时代的新山

村在绵绵雾霭中张开怀抱。10 月 19 日，这座位

于浙江杭州淳安县枫树岭镇的小山村成了焦点，

荣获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 2023 年“最佳旅游乡

村”的消息传遍了全村。

“这回下姜村可是世界闻名了！”看着眼前这

座和美乡村，淳安县枫树岭镇副镇长洪俊成不禁

感叹村里的山乡巨变。曾经，这里因为地势偏

远、交通不便、多林少地等原因，在上世纪八九十

年代一直处于落后状态。20 年来，下姜村以“八

八战略”为指引，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

向，结合旅游业“微改造、精提升”工程，对村庄

进行了全面整治，通过有序开发、环境优化、

产业转型，大力推动文旅融合，发展乡村

旅 游 ，最 终 让 绿 水 青 山 变 成 了 金 山

银山。

如果说“最佳旅游乡村”的奖

项颁给了乡村旅游的美居美景，

不如说这份殊荣来自于国际组

织对该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促进共同富裕的肯定。

厚植生态底色，盘活生

态资源，下姜村如今焕然一

新的面貌与成绩说到底就是

向生态要效益，让“村庄变景

区”“农房变民宿”“资产变资

金”“农民变股东”，使得生态

优势成功转化为富民产业优

势。2022 年，下姜村全年接待游客 40.95 万人

次，其中住宿游客 5.48 万人次，旅游创收 6565

万元。

“下姜村近年来的发展也吸引了许多村民返

乡创业，共谋家乡的乡村振兴。”余红生是下姜村

的一名“老旅游”，也是村里第一批开办民宿的业

主。当初村里鼓励开办民宿，看中了乡村振兴发

展机遇的他毅然辞职回乡，拆掉老房子盖起了新

民宿，一边搞民宿，还一边做导游，借着美丽乡村

建设，他也过上了自己的美丽生活。

“2019 年，我们创新性地成立‘大下姜’乡村

振兴联合体，通过一系列经营体制改革，整合资

源，让家家当股东，人人有分红。”洪俊成告诉记

者，该村建立“入股联营”联合经营模式，通过人

口股、现金股和资源股三种入股方式，率先以现

金、资源等形式入股组建下姜实业公司，以入股

联营模式成立大下姜振兴公司，聘请职业经理人

实现市场化运作。

“人口股，即只要是下姜村百姓，每年都有

分红；资源股，是村民以土地林地等资源入股；

现金股，就是村民可以认领 1 万元股金，年底分

红。目前，下姜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已超 4.8 万

元。”洪俊成表示，未来，下姜村的发展重点在于

丰富乡村旅游业态。“目前，下姜村正在大力发

展庭院经济，把百姓民居的后巷庭院利用起来，

一方面增加旅游业态，另一方面也是村容整治，

使这座生态好、民宿美的美丽山村环境更加优

美，让杂物后院成为老百姓的‘共富后巷’。”洪

俊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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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扎尕那村风光甘肃扎尕那村风光。。 （（迭部县委宣传部迭部县委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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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邢广利邢广利摄摄

绿水青山环抱的杭州淳绿水青山环抱的杭州淳

安下姜村安下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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