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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春三月，莲都区仙渡乡漫山桃花盛开，数千亩粉色桃林

与青山翠竹交相辉映的浪漫景致，通过“云上桃花节”直播上
网，美名远扬。

作为莲都种桃大乡，桃产业一直是仙渡的农业支柱，全乡
种 植 桃 子 面 积 约 6800 余 亩 ，年 产 量 约 8000 余 吨 ，桃 园 产 值
3400 万元。近年来，主打赏花摘果的乡村旅游在当地兴盛，以
农兴旅、以旅促农的良性循环逐渐形成。

而今，随着疫情防控常态化，产业发展的思路变得更宽也
更深刻——如何突破一片花海、一个桃花节的思维定势，将单
纯的“赏花热”过渡到“花经济”，使乡村的“颜值”真正变成产
值？

一场以桃花为引线的乡村“变现”探索，就此展开。

“云上赏花”解锁美丽乡村新玩法

三月春盛，桃花拂面百里香。仙渡乡的 6800 亩桃林里，
身穿汉服的古风青年穿梭于花海，观花赏景；金牌导游通过航
拍、近景视频直播桃花盛开的美景，引领游客们“云”游仙渡；
各怀技艺的艺人们，则在专业摄影师的镜头里，伴随纷飞的花
瓣射箭、起舞⋯⋯

“呈现桃花的美并不难，难的是如何美出个性。”“云上桃
花节”的策划人、浙江至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章斌告
诉记者，今年仙渡桃花的花期近半个月，而“云上桃花节”的
活动将持续一个多月，“除了图片、视频等常规云直播外，我
们还组织了丰富多彩的文旅、运动项目和一场摄影比赛。”

“春到仙渡赏桃花，夏到仙渡尝仙桃”——举办“桃花节”
“采桃节”，是仙渡乡多年来的传统，也是发展“花经济”的重
要一环。近两年受疫情影响，“桃花节”停摆，而今年“云上桃
花节”的重装上阵，不仅重启了仙渡的“赏花游”，更开启了当
地对“赏花经济”的全新探索。

“‘云上桃花节’打破了赏花的时间、空间限制，也让我们充
分感受到人们对‘云赏花’的高涨热情。”张章斌告诉记者，3 月
23 日的一场视频直播，一开播就吸引了 3000 多人同时在线观
看，多条“云上桃花节”的短视频浏览量破万人次，“疫情改变了
人们的出游习惯，也改变了许多人的游玩方式，‘云游’已经不
再是小众的选择。”

“ 赏 花 ”只 是“ 花 经 济 ”的 表 相 ，如 何 突 破 简 单 的 赏 花 形
式，释放出更大的消费潜能与价值转化可能性，才是仙渡破题
的关键。

与往年桃花节不同，今年的“云上桃花节”除常规赏花外，
还融入了国学文化、运动休闲等元素和内容：在仙渡桃林仙境
中 ，艺 人 指 导 游 人 拉 弓 射 箭 ；在 备 受 驴 友 推 崇 的 梅 田 古 道 ，

“探幽梅田古道，徜徉桃源花海”自驾游活动吸引了不少户外
运动爱好者⋯⋯

这 些 活 动 看 似 并 不 复 杂 ，但 策 划 的 背 后 有 着 更 深 的 用
意 ——“ 云 上 桃 花 节 ”推 出 的 系 列 展 示 体 验 ，将 成 为 当 地 常
态 化 的 旅 游 产 品 、旅 游 业 态 。“ 比 如 我 们 在 葛 畈 村 红 色 体 验
中 心 举 办 的‘ 桃 园 射 箭 ’活 动 ，今 后 会 固 定 为 结 合 国 学 文 化
与 运 动 休 闲 的 研 学 项 目 。”张 章 斌 告 诉 记 者 ，“ 桃 花+”是 篇
大 文 章 ，仙 渡 非 遗 文 化 、国 学 文 化 、红 色 文 化 、特 色 民 俗 等
都 可 与 之 链 接 ，并 衍 生 出 各 类 文 旅 产 品 和 业 态 ，最 终 产 生
价值转化的“蝴蝶效应”。

“花经济”与“桃产业”的破与立

“桃花刚开，就有客户在微信上询问桃子的事了。”61 岁
的周仓永是仙渡乡梅田村的桃农，家里种着 8 亩桃林，前些
年，他尝试根据桃子的不同品相、大小进行分级销售，自创了

“一个爱笑的桃子”品牌，在网上收获了不少粉丝。去年，单
果 7 两、一盒 9 个、售价 100 余元的精品礼盒销量最高，精品果
售价远远高于商贩批发收购价格，大多销往上海、杭州等地。

“你看，这是去年我打包精品桃的时候，给客户拍的视频，
丰收季忙得连轴转，水都顾不上喝。”周仓永指着视频里的桃
树告诉记者，桃园里老化的桃树已经在三年前全部淘汰更新，

“ 新 种 的 桃 树 会 在 明 后 年 迎 来 丰 产 期 ，产 量 能 比 这 两 年 翻
番。”

让“赏花热”跃升至“花经济”，“花好”且“常开”是前提，

但对仙渡而言，二者却是矛盾的。
“怎么种出果形大、品质优的桃？疏枝疏果是关键。可修

剪了枝条，桃花不可能开得浓密，美观度就下降了。”梅田村
党总支部书记周炳林告诉记者，仙渡拥有近万亩桃林，但经过
二三十年种植，大部分老桃园连续连种，出现连作障碍等问
题，桃树长势偏弱，果园有待于更新改造。

但老化的桃树，也开出了艳丽的花朵，成了“赏花热”的源
头。仙渡桃林每到春季花团锦簇、美不胜收，也因此一跃成为
网红打卡地。

一边是持续升温的“赏花热”，一边是遭遇发展瓶颈的支
柱产业，如何平衡二者的关系，让“花经济”和“桃产业”齐头
并进？改变种桃模式，成为破题之选。

“今年，我们首批引进了 3000 株观赏性桃花，计划在全乡
规划区域内选点种植，同时计划在岭头村的桃园核心区种植
200 亩以上以产果为主的精品桃园。”仙渡乡农技站站长叶炜
说，在改造老桃园的同时，当地还引进了优新品种，带领更多
农户投身精品桃的种植，“有着长年种桃经验的周仓永，就是
先行者之一。”

眼下，梅田村正在大量流转村民老龄桃园，计划规划统一
种植管理，打造连片精品桃园，“既种得出优质桃，又能形成
一望无际的桃花美景。”周炳林告诉记者，乡里正在积极构建

“精品网售、良品统售”的分级销售模式，同时建立桃子收购
中心，推出从生产到销售的一条龙服务，解决桃农的后顾之
忧。

“一朵花”延伸出一条产业链

花海景观带来的视觉震撼、万亩桃林喜获丰收的累累硕
果，是吸引游客的关键。然而，“赏花游”“采摘游”一片繁华
的背后也存在着明显的短板——受到花期、采摘期的限制，旅
游旺季非常短暂。

仙渡桃花的花期约两周，桃子采摘期稍长，也只能从每年
5 月持续到 10 月，如何让桃园打破花期、采摘期的时间限制，
达到四季经济效应？仙渡把重心放在了“融合”两字上。

今年 1 月，仙渡乡成功申报了首批省级革命老区乡村振
兴示范区核心区项目，重点建设红旅融合精品线路、莲都仙桃
园迭代振兴、甘薯现代产业园提升、人居环境改造提升四大项
目，概算投资 4450 万元。

以“赏花经济”为基础，当地形成多元产业融合，在各产业
建设过程中增加旅游功能，丰富旅游消费的内容，探索与本地
的红色文化、非遗文化、运动休闲文化等相结合，推进赏花旅
游与农业、乡村旅游、商贸等深度融合发展，推进“赏花经济”
向“二次消费”转型，探索让“一朵桃花”推进一二三产融合发
展。2021 年，全乡各类税收入库 1654.23 万元，村集体经营性
收入 10.89 万元。

从桃产业的纵向发展来看，目前，仙渡桃产品较为单一，
除鲜桃销售之外，大部分以桃干为主，而且多为桃农作坊加
工，加工推广均不具规模效益，仙渡在桃产业链、价值链上还
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为了在产业精深加工上补链强链，仙渡谋划落实了甘薯
种植和淀粉加工项目，今年，一个占地 20 亩、以薯片加工为主
的农产品初级加工厂将建成投产，年产量预计可消耗 400 万
吨新鲜番薯。

“经过前期调研，我们发现桃干加工在这个生产线上也具
有可行性，所以在番薯加工生产正常运行之后，我们也将尝试
推进桃干的加工生产。”叶炜告诉记者，在推进桃系列产品深
加工、延伸产业链的同时，当地还将通过打造桃文化 IP、推出
桃文创产品等，扩大仙渡桃的品牌效益。

从横向发展来看，就是要以桃花为媒介、以桃花为招牌，
吸引游客在赏花的同时体验不受花期限制的特色旅游项目。
当下，在仙渡的皂树村，一个集聚了全世界各个番薯品种的

“番薯联合国”科技园正在建设中，而在何金富村，一个以仙
渡仙桃为主题的文化体验基地也正在谋划中。

“要推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吸引更多城市人到乡村来旅
游、消费，实现更多的乡村价值转换，少不了一批优质的文旅
业态植入和旅游服务设施配套。为了破解这一难题，今年我
们与市属国企丽汽集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依托丽汽集团客
流、物流、资金流等优势，重点开发红色旅游业态项目，致力
于把仙渡打造成为名副其实的‘红色桃花小镇’。”仙渡乡乡
长黄逸帆告诉记者。

据了解，仙渡正谋划建设红色体验中心、非遗活化传习中
心、农夫乐园研学基地、红色老街周末市集，打造核心区的红
色地标，发展乡村旅游吃、住、行、游、购、娱等业态，带动群众
就地就业，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同时通过村俗活动、乡情展
示等丰富村民精神生活。

一幅以桃花点睛的诗画田园共富图，就此精彩铺展。

记者手记

桃是丽水市第三大水果。得益于独特的气候
优势，丽水桃产品品质佳，曾获省级金奖、浙江省十
佳等多个奖项。对莲都而言，桃是第二大水果，种
植面积 3.8 万亩，仙渡是种植重镇。

仙渡种桃有多年历史，桃花是仙渡乡村旅游的
“成名作”。早在 2011 年，仙渡就举办了第一届桃
花节，从此以花为媒，打破传统农业发展瓶颈，把桃
当做旅游产品来种植、当做旅游业态来培育、当做
旅游品牌来打造。今年，仙渡乡又将继续在观赏性
花景布局上施展“绣花工”。同时，携手市农林科学
院实施桃产业技科研发，以技术迭代、突破实现“四
季”桃花开。将此类技术运用于商品果上，还有望
在丽水首次实现本地果桃春节上市，创造出“仙花”
亮眼，“仙果”叫座的全新场景。

十里桃花，满地流金。桃花给仙渡带来的变化
显而易见，村民们因花而吃上“旅游饭”。经过十余
年的经营打造，仙渡桃花节已经成为独具地方特色
的乡村休闲旅游品牌，不断提升着仙渡旅游的知名
度和影响力，在乡村旅游发展和农旅融合方面，均
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在后疫情时代，“云上桃花
节”的举办，可以说是仙渡桃花节经过沉淀后的又
一次升级。

近年来，全国赏花经济一片“繁花似锦”，丽水
亦如此，各个县（市、区）均有多个赏花胜地，四季
都有赏花地图可鉴。

然而，一片繁华的背后，也逐渐暴露出同质化、
季节性强、产业链短、中高端旅游产品供应不足、配
套不完善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一定程度上制约
了“花海”经济的长久发展。此外，“年年岁岁花相
似”带来的审美疲劳，以及由此导致的市场疲乏，也
是一道亟待破解的难题。

花期有限是难以打破的规律，以花为媒介、以
花为招牌吸引游客在赏花的同时体验不受花期限
制的特色旅游项目，我们看到，仙渡已经开始在破
解“昙花一现”上寻找思路，探索发展路径——充分
挖掘“桃花”的多重利用价值，从赏花到做花产品、
从吃桃到桃系列产品的延伸，强化“花内”的沉浸感
及“花外”的吸引力等。

另外，仙渡还抓住花卉引爆效应，积极利用短
视频、直播平台的宣传作用，用美丽花海吸引游客
前来打卡，在线上营销中形成市场引爆点，以进一
步延长游客停留时间，提高回游率，让消费者感受
到一年四季花常在、四季年年各不同的新体验。

赏花经济要“常开不败”，还需要做好文化引
领、文化植入，以打造当地文化品牌，丰富赏花游内
容。浙江至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章斌表
示，将通过充分挖掘仙渡乡的红色文化、非遗文化
以及运动休闲文化等，将赏花经济与之结合，借助
文化营销，加大创新力度，让仙渡桃花、桃产品的原
创元素多起来，给赏花经济中注入更多文化内涵，
用“文化味”扩展“花经济”的内涵，打造独具仙渡
特色的赏花品牌。

桃花盛开满城香
■本报记者 沈隽 郑佳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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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深度··聚焦处州之花聚焦处州之花

■本报记者 沈隽 郑佳仑 通讯员 朱韵洁 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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