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书画之乡，文化之旅

参观上山遗址公园，（感受比河姆渡还要早3000年的

史前文明）——江南第一家（在处处体现孝义廉政文化

的郑宅里，感受建筑之美与君子之风）——嵩溪古村

（欣赏古村风貌与地下暗流的玄妙）

2、慢生活轻度假之旅

野马岭（体验山林之乐，住高端民宿）——新光村（创客

基地里听民谣、品美食）——下湾村（游泳、烧烤、划皮

筏艇）——民生村（欣赏春季油菜花海）——前吴村（面

朝通济湖、度假小憩）

对业态从严把握，对旅游高看一眼

本报记者 叶晨

“再等几天，过一周这里就会是一片金黄了。”黄强

强把手搭在观景台的木栏上，正前方是浦江县民生村鳞

次栉比的梯田，田间有 500 多亩油菜花亟待怒放。他是

浦江土著，也是我们此行的“向导”，油菜究竟什么时候

进入盛花期，他熟稔于心。

民生花海，是浦江极受追捧的旅游新项目之一，而

这样的项目，还有很多。在以仙华山、郑宅为首的经典

景区外，越来越多的游客也对去创客云集的新光村听民

谣、淘特产感到乐此不疲，对八月酷暑下的田园葡萄采

摘游满怀憧憬，对“外婆家”创始人吴国平打造的野马岭

民宿兴趣浓厚⋯⋯与日俱增的人气，早已说明浦江全域

旅游发展战略的正确性与巨大价值了。

在虞宅乡新光村的创客基地里，陈青松用半个小时的时间

向我们描述了2年多来这里发生的种种改变。与创建之初相比，

这里开设的店铺明显多了不少，人气也不止高了一星半点，几位

村民坐在徽派大宅前，热情向我们吆喝当地出了名好吃的梨膏

糖、麦饼。

“刚开始只有20多个项目，现在有近60个项目，这还不包括

民谣基地、密室逃脱这些新的体验。”陈青松为我们报上了具体数

据，“最近我也忙着新项目评估和引入。村子里游客多了、好玩的

丰富了。”

自2015年来到新光村，租下灵岩古庄园为基地，陈青松等

一批乡村创客结合当地的旅游、农业资源，以各自经营的创意

工作室、互联网平台为载体，为浦江古村落找到了发展的契机。

在村内的“一木一叶”艺术创作工作室中，游客阿静挑选着

旅行手信。老板周小惠并不在店里，但她和丈夫会把树叶、树

皮、石头、麦秆等做成艺术画，供大家选购。倘若你想买，掏出

手机扫码买单后便能取走，全靠信任和自觉。

这样的创意体验和购物模式，是这批创客自己的主意。而

为了吸引游客，他们也各出招数。

“因为创客的加入，当地村民也有了旅游方面的营收，比

如售卖零食、饮料、土特产等。正月里，村里的美食广场一个摊

位平均每天都有3000多块钱的利润，对于村民们来说，获利匪

浅。”陈青松说。创客基地的台账本记录，今年春节假期期间，

整个浦江创客基地平均每日接待游客在20000人以上，其中正

月初二的游客人流量更是达到了33058人次。

“乡村是游客从城市到景点最好的串联点。”在陈青松看

来，浦江现在着力打造的乡村旅游，会成为串联起当地全域旅

游发展的重要节点。

的确，目前浦江在推进省政府提出的万村景区化方面已颇

有建树，上河、渠南、新光获评浙江省3A级景区村庄，郑宅镇、前

吴乡进入第二批省级旅游风情小镇培育名单，江南第一家获评省

级文化旅游示范基地，曹街葡萄协会、盛乐苑家庭农场获评省级

果蔬采摘旅游基地，有56个村正在创建A级景区村。这些乡镇

旅游节点，将以一村一品、各具特色的形式，为游客提供愈发多元

化的旅行体验。

有了人才与创意的新乡村 是浦江全域旅游的重要节点

景区升级、业态丰富、管理创新 浦江旅游发展再添新抓手

“三四年前，浦江水系还是钱塘江流域污染最为严重

的区域之一，废料沉积、臭气熏天，粗放式的水晶加工业

带来的破坏实在太大了。”浦江县风景旅游管理局局长陈

璠坦言，“我自己喜欢游泳，可在 2014 年以前，都是翻山

跑去桐庐游，自家的水实在不行啊。”

如何还原一个山清水秀的家乡？浦江人展现了“壮

士断腕”的决心。“从 2013 年开始，县里就把旅游业作为

了重点培育的产业，同时大力开展五水共治、三改一拆工

程，对水晶加工业进行了集中的规划处理，对景观道、绿

地等旅游基础设施进行了新一轮的规划和改造。”

变革带来的成效是显著的——如今，浦江的翠湖绿

草如茵，游客成群；原来水晶加工废料的重灾区茜溪，现

在是游鱼细石依稀可见，自驾客络绎不绝；前吴乡的通济

湖更是成了远近闻名的慢生活度假区，旺季时本地民宿

几乎都是爆满⋯⋯

在乡村、景点、度假区的以点带面下，浦江的

全域旅游成长迅速，各个旅游体验点也在向业态

多元、体验丰富的升级版转型发展。

过去的2017年，浦江旅游已经交出了

一份成果斐然的绩效单：国家级全

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初见成效，神丽

峡等景区被评为4A级旅游景区，

冷坞花谷被评为3A级旅游景区，

茜溪悠谷通过 4A 级景观质量评

定，上山考古遗址、大畈诗人小镇

也通过了3A级景观质量评定⋯⋯

数据统计显示，2017 年全

年，浦江县共接待国内外游客 1389.42 万人次，同比增长

44.98%；实现旅游收入134.59亿元，同比增长46.26%；乡

村旅游游客接待量为1104.18万人次，同比增长45.16%。

不过，浦江旅游人的思路也很清晰，想扩大全域旅游

建设成果，还有太多工作要做。

根据规划，接下来的几年内浦江县将启动景区整体

提升工程，对仙华山、江南第一家、神丽峡、水竹湾等老牌

景区进行业态创新、体验升级，同时也会进一步宣传打造

“不舍·野马岭中国村”、廿玖间里旅游创客基地、前吴山

水民宿等具有特色的乡村旅游品牌。按计划，浦江将在

2018 年创建省 A 级景区村庄达 50 个以上，到 2020 年全

县创建A级景区村庄达120个以上，其中3A级达12个。

在浦江，旅游并不是旅游管理部门一家在做的事

儿。旅游业内专家认为，全域旅游发展达到一定阶段后，

地方上应开展管理层面的创新，调动起各个部门与基层

建设全域旅游的积极性。

“现在全县的产业融合项目很多，比如‘旅游+

农业’的夏季水晶葡萄采摘、‘考古+旅游’的上山遗

址等，涉及到的管理部门也很多。如何更合

理的开展管理？这需要各方协同合作，权责

到位——例如旅游部门可以统筹规划、包装

宣传项目，其他部门与乡镇参与配合项目及

服务设施的落地，

最后进行市场化

的合理运营。”专

家指出。

玩点多多，浦江全域旅游体验线推荐

林云龙/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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