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缙云岩下“石头村”、景宁深垟“多肉石
寨”、松阳岩下的奇岩怪石……在丽水，有
许多像这样村庄，因其自身独特的“石资
源”“石文化”，深受游客青睐。

如今，现代城市人在向往乡村淳朴风
情的同时，对新奇独特的事物表现出极大
兴趣。正因如此，借着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的东风，越来越多丽水乡村将当地独有的
自然资源开发转换，为乡村发展融入新鲜
因子，不仅让“一块石头”成为乡村吸引游
客的重要载体，也成为了乡村致富奔小康
的敲门砖。

对于地处浙西南山区的乡村而言，做
好“石”文章是让现有资源物尽其用，做足

“石”文章则能解开实现“绿富美”的“富民
密码”。在丽水，有许多缺乏有效增收产业
的乡村，凭借开发“石资源”而备受游客青
睐，如缙云岩下村，其破解发展困境的关
键，是不断强化对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利用，
深度挖掘独特的“石头村”文化优势，最终
使游客云集、民宿火爆，蜕变成远近闻名的
旅游专业村。

在多元互动中树立兼容并包的乡村文
化，是乡村振兴的题中之义。探究丽水乡
村因石而兴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乡村借
力发展旅游业的新变化，这也推动着广大
乡村探索乡村振兴的新模式、新路径。这
些乡村实现发展的共同点都是“原汁原
味”，依托自身资源，深度挖掘当地特色文
化，让原本不起眼的小事物成为撬动富民
强村的重要支点。

乡村旅游属于农村新业态，要增强乡
村旅游产业的可持续性，仍要进一步挖掘、
探索、创新旅游产品，深度发掘乡村四季不
同的美，进而使“美”成为农民增收的源
头。比如借鉴莲都区沙溪村，将地方特色
文化资源与自然资源结合，让游客欣赏奇
岩怪石满足猎奇心理的同时，也能体验丰
富多彩的农事、民俗活动，感受到浓郁的乡
村文化。

当然，乡村振兴，并不需要拒绝所有非
乡村的元素。在乡村发展过程中，用现代、
时尚元素点缀乡村，重新诠释乡村的独特
魅力，能让乡村变得更富活力。

缙云岩下村、松阳岩下村、景宁深垟
村、莲都沙溪村等，都用“一块石头”敲开了

“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新大门。
在未来，丽水将有更多乡村深度挖掘观光、
康养、科普、文化体验等功能，通过开发新
型乡村旅游产品等多种手段，活化乡村价
值。

让石头成为农民增收

致富敲门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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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奇岩怪石闻名的乡村，在丽水不胜枚举。但在过去，
这些拥有先天资源优势的村庄，在发展旅游业时总是逃不
出从“一夜爆红”到“无人问津”的怪圈。

事实上，在节奏快、淘汰率高的现代生活中，那些与实
际需求不属于同一种结构的生活环境，虽然最具吸引力，但
也最容易被损耗、被遗忘。作为这种环境中的“典型地标”，
奇岩怪石所形成的“吸睛效应”同样迅速而短暂。

如何打破这难以持续发展的困局？丽水多年来的创新
探索证明，当乡村形成了与现代生活的精神联结，能令自然
资源展现出何等强大的发展动能。而在这前行的过程中，
除了绿水青山的恒久诗意，还不断涌现出了其他丰富多元
的深刻价值内涵。

以石引人 偏远山村破解发展困局

缙云县壶镇镇岩下村因石而名，全村房屋、路面、台阶、
桥梁等都由石头建成，如同一个充满原始风情的石头城堡，
因而也被称为“石头村”。

岩下村依山势而建，现存石屋有 200余幢，最古老的四
合院迄今已有 310余年历史。尽管坐拥优美的环境和独特
的石文化，但过去由于缺乏有效的增收产业，当地村民纷纷
离乡创业，岩下村逐渐成为仅剩百名老人留守的“空心村”。

“我们一直想发展旅游业，但因为没有经营管理经验，
不知从何入手。”2011年当选村党支部书记的朱光强，最初
对乡村旅游的概念不过是“修好路、搞好卫生，让游客‘进得
来、住得下’”。但这朴素的想法，并没有如愿引来如织的游
客。

破题之机，始于 2015 年。那一年，岩下村成为宁波市
“山海协作”工程结对帮扶对象，在交流中，朱光强意识到，
老石屋、古朴景致和优美环境是岩下村最宝贵的资源，也是
发展旅游的最大优势。

此后，岩下村不断深入挖掘石文化底蕴，在旅游服务上
突出古村特色。在开展村庄项目建设的同时，岩下村对公
告栏、公厕等新建设施也作出了新调整——设计风格仿古，
修葺石屋确保“修旧如旧”。

随着特色资源被盘活，“石头村”的名气越来越大，游
客也越来越多。也是在这一年，常年在外打拼的金根妹夫
妇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回到家乡，花十多万元修葺了有着
一百多年历史的老石屋，并做了简单的内部装修，办起了
民宿。“一楼吃饭，二楼住宿，当初心里没底，没敢投太多
钱，现在挺后悔，毕竟当年敢花大钱装修民宿的乡亲，如今
挣得都比我家多。”即使是令金根妹颇“后悔”的简装修，也
已引得游客纷至沓来，如今，他们家的年收入已经超过 10
万元。

与单纯的“以景引人”不同，造访岩下村的游客多为原
汁原味的石文化所吸引，既“住得下”也“住得久”。因为生
意太忙，金根妹在城里买的房反而闲置了，在采访期间，订
房间、订餐电话此起彼伏，金根妹说，有几位上海客人每周
都会到她家“住石屋”“看石景”，当地原本不值钱的油焖笋、
卤豆腐等农副产品也成了抢手货。

从人均年收入不到 2000元到 4万元，十年间，岩下人通
过打出“特字牌”、挖掘“独字号”，不断丰富特色旅游产品，
以提高石景的游客黏性，成功让“头回客”成为“回头客”，也
使昔日的落后村成功走上了致富路，过上了小康生活。

因石而兴 乡村转型迈上致富快道

在松阳县水南街道南山村，也有一个名为岩下的自然
村，因地处双童山主峰双岩下而得名。与缙云岩下村不同，
这儿的村民熟谙“乘势而为”的发展之道。

“双童山是松阳古十景之一，双岩美景一直小有名气。”
南山村党总支书记王永春告诉记者，凭借独特的双岩奇景，
岩下一直有零散游客造访，但始终没有形成“大气候”。

2018年，双童山景区正式营业，有了平台优势，岩下和
周边几个自然村的增收渠道变广了，过去无人问津的山珍
土货有了销路，20多个村民找到了稳定的工作，而村集体则
通过流转土地，每年至少增收 10万元。

双童山奇岩怪石带来的经济价值不止于此。去年 6月，
水南街道与双童山景区合作举办了首届旅游文化节暨南山
杨梅采摘节，仅一天时间，就实现“线下带货”1万余斤，惠及
300多农户。同天，景区的客流量也超过了 3100人，比往常
翻了一倍多。

乡村旅游起步于石景而不止于石景的成功案例，在丽
水还有很多。在景宁东坑镇深垟村，畲民自古便擅长“就地
取石”砌墙、建屋、铺路，古朴原始的建筑风貌保存至今。但
当“看新鲜”的游客潮逐渐退去后，如何实现旅游产业的可
持续发展，便成为摆在村民面前亟待破解的难题。

“石头虽美，但缺少生命的灵动”，基于这样的思考，当
地村民尝试将多肉植物种植在院墙上、装饰在庭院里，天长
日久，深垟村获得了“多肉石寨”的美誉。而无论是石上开
花的奇景，还是多肉产业的兴旺，都吸引着越来越多游客

“再三造访”。
好生态、好风光也吸引了投资商的目光。2019年，景宁

花动畲乡旅行社在深垟村黄山头自然村流转民房，投资
3000万元发展旅游。目前，太布娘表演区、民宿区、农家乐
区等已开门纳客。

欣欣向荣的旅游业，带动了“三农”的蓬勃发展，与旅行
社合作的一年间，深垟村集体收入达到了 35万元，村民人均
收入 2.2万元，吸引游客 9万余人次，旅游收入近千万元。丰
富的旅游项目、旅游产品，将简单的“看石景”转变为“观石
度假游”，无数“过客”成为“过夜客”，“石景经济”的综合效
益也随之全面提升。

因势而动 乡村旅游实现四季兴旺

独特的石景虽美，但往往难以形成规模景观，如何形成
区域联动、释放级联效应，是一道现实难题。

在破题过程中，位于东西岩景区的莲都区老竹畲族镇
沙溪村，走出了与岩下村、深垟村皆不同的道路。

这个背靠景区的小山村，很早就建起了独具特色的民
宿体验点，但新的发展问题也随之显现。“旺季太旺，淡季太
淡，一到旺季路上就堵满了车，而到了淡季却鲜少有人。”沙
溪村党支部书记蓝红星说，过去，沙溪村发展旅游十分依赖
东西岩风光，但客流量也因此深受季节、节假日影响，“除了
赏石景，游客真正可参与的体验活动其实很少，村庄的吸引
力也因此很快达到了上限。”

如何破解一年只挣几个月的“行业尴尬”？2011年，沙
溪村首度打出“乡村文化牌”，筹备了第一台乡村春晚。令
游客耳目一新的“沙溪村晚”很快就打出了名气，经过几年
的发展，“到沙溪去‘闹年’”已成为春节前的“网红游”。

2015 年起，“沙溪村晚”实现常态化，每周都会举办两
台，以弥补旅游淡季的业态空白。同时，沙溪人还在多个节
假日里办起了原来只在春节和“三月三”才摆出的“山哈大
席”，让游客们品畲酒、吃畲菜，围着篝火跳竹竿舞，住进充
满民族风情的畲家民宿，或是到沙溪后山摘乌叶、做乌饭、
打麻糍、织彩带、唱山歌，丰富多彩的活动项目不胜枚举。
2016年，传递着原住民热情的“山哈大席”，还成功注册为村
庄共有文化品牌。

曾经，依托东西岩景区优势，沙溪村乡村旅游和乡村产
业实现新发展；如今，受益于沙溪浓郁的畲族风情、醉人的
畲族歌声、古朴的畲族服装，东西岩景区变得更有韵味。“再
美的石头也不会思考，我们不能过于依赖几块奇石，却忽视
了人的创新能力。”蓝红星告诉记者，推动“石景经济”可持
续发展的有效路径，是促使旅游产业融合更多业态，“不断
丰富旅游的内容，才有可能把短时间引人注目的奇岩怪石
转化为持久的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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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石头记石头记的价值变现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