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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到江南赶上春，千万和春住。”丽水的春天如期而至，自有一番从容与盛大。
桃花在松阳三都乡缤纷舒展，青田小舟山的油菜花泼洒大片明黄，云和梅湾村的雪梨花洁白如雪、冷艳动人……山川不语，花

木有声，千树万树次第盛开，引得人潮汹涌而来，只为在春光中捕捉瞬间的永恒。
随着花事渐盛，村落的生活节奏也悄然改变。卖花的老人将清晨的露珠连同细碎的心思一并包进花束；出租汉服的青年化身

导演，指点游客摆出“出片”的造型；村民在花海边支起小摊，端出时令美食、摆上桃花酒，便成了一道风景。昔日默默无闻的山村，
如今因花而兴，因美而动。

春天的花，不再只是春天的事。它撬动了乡村的消费潜能，也催生出新的经济现象——以“赏花游”为引擎的“花经济”，正从一
种季节性的风尚，向常态化、系统化的乡村发展路径延展。花海并非赏景的终点，而是连接自然美学、地方文化与产业振兴的起点。

一朵花的开谢背后，是生活方式的转向，也是乡土经济的再造。在这场春意盎然的集体记忆中，丽水的乡村不再只是背景，而
是成为故事的主角。

赏花游

汽车沿着蜿蜒的山路盘旋而上，窗外的景致在不知
不觉间完成了气质的切换：从城市的钢筋水泥渐次过渡
为起伏的山峦与绵延的绿荫。在一个毫无预兆的转弯
后，眼前豁然开朗——松阳三都乡的桃花正盛开。

20 多年前，三都乡的桃树种植始于朴素的经济动
机——结果、卖果、换钱。但农业的规律从不简单，市
场波动如同季风，最终迫使这群靠山吃山的村民正视
一个渐趋冷却的现实：单一农业正在接近瓶颈。彼时
的三都乡，开始有意识地从“果实”转向“花事”，从生产
导向转向审美导向，试图以“桃花之美”重新调动乡村
的想象力。

这场悄无声息的转型，恰好与乡村旅游的兴起不谋
而合。桃花由此从一种季节性的农作物，变身为地方文
化和美学经济的符号。三都乡以“美”为锚点构建了一
整套服务系统：从服装、化妆、拍摄，到一体化旅拍体验；
从景观布置到文创延伸，再到以桃花为意象的农产品开
发。5支旅拍团队以旅拍路线设计串联起杨家堂、松庄、
酉田等村落，创作背景包括古村人文景致、绚烂花海自
然景观以及独特的乡村生活场景，重新定义了“赏花”在
数字时代的消费逻辑。

如果说三都乡的转型是“以美育农”的范例，那么青
田小舟山乡的逆袭则更像一场关于“审美革命”的反转
叙事。

过去，这里是很容易被忽视的一角：地处偏远、人口
外流、梯田抛荒，曾是全省百个重点贫困乡镇之一。转
机源于一场由油菜花引发的“蝴蝶效应”——2013年，村
民邹永浩借鉴海外“种风景”理念，在自家梯田播种了 50
亩油菜花，并巧妙设计了图腾式的图案——“一箭穿心”

“蒙娜丽莎的微笑”，将农田转化为巨型画布。这场“乡
村行为艺术”在社交媒体的传播中迅速裂变，唤醒了城
市人对田园美学的想象，也让小舟山从“耕作单位”变成

“视觉场域”。
政府的介入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趋势。从统一苗种

供给，到梯田补贴扶持，小舟山用政策托起了“美”的价
值——美景不再是附属，而是经济杠杆。以梯田为布，
以油菜为笔，每年 11月稻谷收割后，村民便化身艺术家，
在山间构筑起一幅幅只存在于春日的风景画。从百亩
到千亩，从花海到产业，从摄影打卡到农旅一体，小舟山
完成的不只是景观的更新，更是贫困语境的终结和乡村
话语权的重塑。

三都的桃花、小舟山的油菜花，表面上是花海争艳，背
后却是乡村如何在现代性洪流中重新确立存在感的答
案。它们不是逃离城市的诗意栖居，而是一次次经济逻
辑、文化表达与社会认同的博弈。春天来了，花开了，丽水
的乡村也在此刻完成了自我叙事的更新。

花经济

“金波荡漾香盈野，万顷春光映远岑。”最近，微信朋
友圈俨然化作“花花世界”，而小舟山乡的油菜花海，以
其惊艳的视觉张力，成为这个春天最具诗意的“打卡坐
标”。

站在观景台极目远眺，油菜花如潮水般铺陈于山谷
间，春风吹拂，金波荡漾。蜿蜒的乡道如一条动脉，将人
流源源不断地引入花海，旅游大巴与私家车交错穿行，
犹如画中行舟。田埂上，人影点点，游人或漫步，或留
影，或沉思，在无声中完成与自然的对话。但在看似热
闹的“人从众”背后，还藏着犀利的拷问：赏花之后呢？
如何打破“看一眼就走”的浅层消费，真正让“花经济”走
得深远？

小舟山乡副乡长蒋紫赟的回答直指核心：“赏花只
是‘入口’，得让游客‘慢下来、留下来，还想来’。”这不仅
是旅游运营层面的洞察，也是对乡村经济转型之道的提
炼。在这个流量即机会的时代，如何将一次美的凝视转
化为持续的经济驱动，是所有乡村面对“春天红利”时共
同的命题。

以“诗画小舟山”为名的花季活动，已连续举办三
届。这周末将举办第四届，形式愈加精致、多元：花海棋
阵、春日画卷、油菜花瓣手工皂、植物拓印、乐队驻唱、徒
步游园……一个个看似轻松的活动背后，是对沉浸式体
验需求的系统化回应——在满足城市游客“逃离日常”
的精神渴望时，也让乡村真正具备成为“生活第二现场”
的可能。

而在云和梅湾村，这种“以花为媒”的思维更进一
步完成了从自然风景到文化景观的跃迁。

第三届雪梨花会，在百年梨树下热烈开幕。虬枝盘
曲、梨花满枝，古老的梨树与新栽的果苗在视觉上完成时
间的对话，也暗喻着农业文明的代际传承。在一树树梨
花之下，当地梨农不仅以花迎客，更以歌舞叙事。插花祈
福、唱定风歌、演包山花鼓戏……这一系列带有地域记忆
的民俗活动，不再是“附庸风雅”的表演，而是一种情感再
生产，将游客从“看风景的人”转化为“风景中的人”。

更具深意的是，梨农以箬叶包雪梨的传统技艺、悬
挂于枝头的“梨帖”与廉语廉训，将农业活动重新嵌入文
化框架，让原本朴素的农事具备了美学与道德的双重内
涵。这种有深度的文化表达，增强了“花经济”的旅游黏
性，并以一种温润的方式回应了现代人对“有根生活”的
渴望。

年年岁岁花相似，花的“玩法”却年年不同。从小舟
山到梅湾村，丽水乡村的发展路径清晰可见：从对资源
的简单依赖，到审美、文化、体验的多元并举；从“卖风
景”到“造场景”再到“育文脉”，花，不再只是开给春天
的，而是开给乡村四季的。

花常开

花海的视觉震撼无疑是引流的利器，它点燃了都市人
对田园牧歌的浪漫想象，也确立了乡村在春日旅游地图上
的C位地标。但繁花似锦的背后，问题亦不容忽视：花期
短暂，旺季稍纵即逝，赏花经济往往“火一季、歇三季”，可
持续性成为制约其发展的关键瓶颈。

如何打破这一“季节性诅咒”？答案恐怕不仅是“延长
停留时间”，而是从根本上重塑消费逻辑，让赏花不止于

“赏”，而是进入更深一层的文化体验与生活方式植入。
三都乡的创意提供了一个值得关注的样本。当地没

有把“桃花”当作一次性消费的噱头，而是将其升格为一
种可复用的文化符号，并以“融合”与“延伸”为关键词，推
动产业边界的拓展。在品牌打造层面，三都乡相继推出

“酉田先生”“秘境仙桃”等乡域品牌，从桃花到桃果，再到
衍生产品线，构建起完整的视觉与味觉双重记忆链。桃花
酒、桃子味气泡水、桃胶奶茶……这些不仅是商品，更是以

“春日气息”为核心的生活方式表达。
与此同时，“住民宿—品花宴—购特产”的消费闭环，也

在悄然改写传统乡村旅游的动线设计。精品民宿“桃野”
“立夏与海”不再是单纯的睡眠空间，而成为乡村生活的体
验剧场。在这里，游客不再是走马观花的看客，而是短暂

“入乡”的生活参与者。从民宿里的桃花宴，到手中的特产
伴手礼，这是一种沉浸式、可复现的乡村记忆拼图。据统
计，民宿平均入住率为 78%，较花期前提升近 20%，看似理
性的数据，本质上是对“让人愿意留下来”的具象回答。

小舟山乡亦不遑多让。油菜花让这个原本偏远的梯
田村出圈，但真正实现“流量转存量”的，依旧是农旅融合
的产业深耕。

梯田上的“创意耕种”，不仅让油菜花成为视觉 IP，也
赋予农耕以观赏和叙事功能。农家乐、民宿随之兴起，像
邹珍建这样的“农人经营者”，正是这场转型的第一批受
益者。他打造的百合名庄农家乐，年均收入超过 10万元，
菜品多自产，游客用餐后争相打包，甚至提前预约下次来
访，一饭一蔬之间，乡土资源得以变现。

坐在“梯田守望者”咖啡馆的临窗卡座放眼望去，金黄
梯田、田鱼水稻、如织游客，构成了“农业—观光—生活”
三位一体的动态风景。而更深层的思维是：在这里，农产
品不再只是物质意义上的“产出”，更成为游客理解这片
土地的切口，是一种关于劳动、季节与味道的在地知识。

“唯有消费业态的不断创新，才能让春日花海演进
为四季繁华。”这是对当下乡村旅游转型升级最质朴
的回应。在丽水，文旅融合正从“看山看水看花”迈
向“体验文化、理解土地、认同生活”的交互。从一
次打卡到一再回访，从“初见惊艳”到“常来常
新”，以花为引，一幅“淡季不淡、旺季更旺”的乡
村旅游新图景，正在悄然铺展——它不仅关
乎风景，更关乎未来。

（本版图片由云和县融媒体中心、松
阳县三都乡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