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丽水市发布《关于进一步促进文化和旅游消费若干措施实施细则》，围绕“引客
入丽、文旅项目、演艺经济、通景交通、多元推广”五大领域推出奖励政策，以“真心实意、
真抓实干、真金白银”推动文旅深度融合，释放消费潜力。

文旅消费注入“营养剂”
激活经济发展“新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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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露营已成为城市人逃
离喧嚣、亲近自然的热门选择。河
岸溪野，每逢节假日便帐篷林立，
热闹非凡。然而，在这片繁荣景象
背后，垃圾遍地、植被破坏、火灾隐
患等问题日益凸显。“露营热”的兴
起，既体现了人们对自然的向往，
也暴露了部分人环保意识的缺
失。因此，倡导“无痕露营”，不仅
是一种文明素养的体现，更是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必然要求。

“无痕露营”的核心理念，在于
露营者在享受自然的同时，尽可能
减少对环境的干扰，确保离开时营
地恢复原状，包括带走垃圾、避免破
坏植被、安全用火、减少资源消耗
等。这一理念并非苛求，而是对自
然最基本的尊重，因为我们既是自
然的享受者，也应是它的守护者。

自然生态系统极为脆弱，一片
草坪的破坏可能需要数年恢复，一
个塑料瓶的降解甚至需要数百年。
露营者随手丢弃的垃圾可能被动物
误食，导致死亡；烧烤残留的化学物
质渗入土壤，影响植物生长。而“无
痕露营”提倡人们带走所有垃圾的

同时，避免使用一次性用品，正是为
了减少对生态的长期伤害。只有每
个人都做到“不留痕”，才能让绿地
长久葱郁，让溪流清澈如初。

露营不仅是一种休闲方式，更是
一面镜子，映照社会的文明程度。当
部分人将公共绿地视为“免费垃圾
场”，暴露的是环保意识的缺失和公
共责任的淡漠。倡导“无痕露营”，实
则呼吁一种更高层次的文明，也就是
在享受权利的同时，履行对保护自然
的义务。只有当“不留痕”成为社会
共识，露营经济才能健康持续发展，
而非昙花一现的短暂热潮。

要让“无痕露营”真正落地，既
需个人自觉，也需制度约束。一方
面，露营者应主动学习环保知识，
养成“自带垃圾袋、减少一次性用
品、安全用火”等习惯；另一方面，
管理部门需加强监管，对破坏环境
的行为予以处罚，同时完善露营地
基础设施，如增设垃圾桶、设立文
明宣传牌等。

大自然馈赠我们以清风、绿野与
星空，我们回馈它的不应是垃圾与伤
痕。露营的真正意义，不在于征服自
然，而在于学会与自然共处。唯有践
行“无痕露营”，才能让每一次出发都
成为对自然的致敬，而非伤害。让我
们从自身做起，守护这片绿水青山，
让“诗与远方”真正可期。

“无痕露营”
既享受大自然也守护大自然

苑广阔

春日的丽水，如同一幅徐徐展开
的生态画卷。旅游专列载着欢声笑
语驶入龙泉，景宁千峡湖的“水上集
市”倒映着畲乡风情，乡间随处可见
阡陌勾勒的油菜花海与写生者构成
流动的风景。在各地文旅“卷”出新
风潮的当下，丽水以“春日基因”激活
创新密码，通过场景重构、业态创新、
服务提质等动力引擎，让绿水青山涌
动着春日活力。

场景重构，解码情感共鸣的文
旅新形式。旅游专列游龙泉的创新
实践，展现了场景重构的魔力。这
趟穿行于山水画廊的列车，不仅是

交通工具，更被打造成移动的文化
展厅。车厢内充满龙泉特色的文化
与窗外的瓯江山水相映成趣，让游
客在移步换景中感受剑瓷文化的千
年脉动。这种沉浸式场景设计，巧
妙破解了“旅长游短”的困局，使交
通动线本身转化为旅游体验的重要
组成部分。文旅场景的重构，本质
是对空间价值的重新诠释。当旅游
专列突破传统交通工具的单一属
性，将车厢转化为流动的文化“剧
场”时，实际上也实现了从“位移服
务”到“情感交付”的质变。沉浸式
场景的构建，本质上是在物理空间
与精神世界之间架设桥梁，让游客
在山水流转间自然完成文化认同。

业态创新，跨界融合催生的文旅
新效应。景宁“水上集市”以场景创
新激活文化基因，畲族姑娘摇着小船
叫卖山哈酒，男女青年身着汉服冲咖

啡……这种创新的旅游业态不仅丰
富了游客的旅游选择，还促进了当地
特色产品销售和文化传播。文旅业
态通过融合拓界，成功地将文旅产业
与农业、手工业、商业等多个领域相
结合，形成了多元化的旅游产品体
系。这种场景重构也不是简单的场
景复制，而是通过利用流行时尚解构
传统文化元素，让“水上集市”既保持
着《清明上河图》般的烟火气，又焕发
出符合当代审美的时尚感。文旅产
业的融合创新本质上是对资源要素
的创造性重组，近年来丽水各地“旅
游+”模式频繁出圈，正是在于其发
现了不同产业间的隐性关联，并以创
新形式将其表达出来。

服务提质，匠心守护换来的“诗和
远方”。提升旅游服务的品质，是用真
诚暖心的服务换来游客的“不虚此
行”，是实现“流量”变“留量”的关键。

在丽水各地的文旅活动中，无论是“旅
游专列游龙泉”还是“景宁水上集市”，
都注重为游客提供高品质的旅游服
务。从精心安排的旅游线路到周到细
致的接待服务，从丰富多彩的文旅活
动到特色鲜明的旅游产品，每一个环
节都体现了丽水对游客的关怀和用
心。服务创新的本质是对人性化需求
的深度响应，无微不至的细节传递，不
仅是服务标准，更是情感契约。这种
真诚暖心的服务不仅赢得了游客的赞
誉和好评，更让游客感受到了“诗和远
方”的温暖和归属感。

当下，全国各地文旅消费升级，
丽水也在努力创新实践。文旅产业
的春天，永远属于那些善于激活文
化基因，勇于突破业态边界，精于打
磨服务品质的开拓者。而丽水的

“春日基因”，也正根植于地域文脉，
生长于山水特质之中，静待花开。

激活文旅创新活力的“春日基因”
余庆

前不久，建筑师刘家琨问鼎全
球建筑最高荣誉普利兹克建筑奖，
建筑师徐甜甜成为首位斩获沃尔夫
艺术类奖项的中国人，随着这两位
世界级建筑大师的声名鹊起，由他
们操刀打造的丽水乡村案例和样本
也风靡火爆，成为乡村旅游打卡热
点目的地。这证明了丽水乡村振兴
的巨大潜力和广阔前景，同时启示
我们，只有尊重乡村文化的内在规
律，以创新思维激活乡村文化基因，
讲好新时代乡村故事，方能推动乡
村全面振兴发展。

丽水被誉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最后的江南秘境”，传统村落、古建筑、
民族村寨、文物古迹、农业遗迹等乡村
文化遗产星罗密布，民间艺术、戏曲曲
艺、手工技艺、民俗活动、饮食文化等非

遗文化丰富多彩，此外还有底蕴深厚的
红色文化。虽然部分村庄因艺术乡建
已成功出圈，但仍有很多乡村“藏在深
山人未识”，这些村落不妨借鉴成功经
验，让沉睡的资源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激活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

激活乡村文化基因，应因地制
宜。无论是徐甜甜以“建筑针灸”的
理念设计了缙云岩宕、松阳石门廊
桥、红糖工坊等公共建筑作品；还是
刘家琨以“新旧并置，原真表达”的
手法打造了文里·松阳三庙文化交
流中心，其设计都不是空穴来风，也
不是另起锅灶，而都是因地制宜、因
势利导，在保护乡村自然生态、尊重
乡村生产生活方式、传承乡村特色
文化的基础上进行的，作品与当地
文化血脉相连、气韵相通。丽水每

个村庄都拥有独一无二的形象和精
神气质，激活乡村文化基因，不能简
单复制和盲目创新，而应以现代思
维重新诠释传统，让改造与创新既
顺应自然肌理，又接续历史文脉，更
融入村民生活的烟火气。

激活乡村文化基因，创意是关
键。横跨松阳两村的石门廊桥，以
轻盈的木结构重新连接乡村记忆；
横坑村的竹林剧场，用天然竹子围
合成非遗演出大舞台；缙云岩宕一
处化身为天然剧场，一处成为“刀刻
斧凿的天然书吧”……知名建筑师
的精彩创意和匠心独运，成就了令
人惊叹的乡村改造成功范例。事实
证明，真正的创意不是天马行空的
想象，而是建立在对地方文化深刻
理解基础上的智慧转化。既不能忽

视乡村特色，生搬硬套城市文化项
目；也不能过度商业化，盲目开发网
红景点。好的创意，须找到传统与
现代的平衡点，既保持乡土文化的
本真，又赋予现代生活的活力，将乡
村文化与现代文明要素、农村农民
需求等结合起来，不断赋予乡村文
化新的表现形式、时代内涵。

激活乡村文化基因，须借助专业
力量。无论是松阳的“拯救老屋行
动”，还是缙云的“石窟资源保护开
发”，顶尖专家和优秀创意人才的加持
至关重要。在全市“双招双引”工作如
火如荼之际，各地各部门也可以将乡
村发展人才的招引作为重点，从人才
落户政策、项目包装推介等方面发力，
引入更多“刘家琨”“徐甜甜”们进村入
乡，为丽水乡村振兴“画龙点睛”。

让更多专家为乡村“画龙点睛”
王秋蕊

阳春三月，丽
水各地的茶山上，
无人驾驶翻耕机、
植保无人机等“未
来感”十足的设备
投入，让春耕效率

大幅提升。新时代下，如何让科技
更好地服务产业发展，是当下产业
升级的关键，也是农民增收致富的

“共富密码”。
茶园里，智能采茶机器人正在

田间地头开展实验性采摘；植保无
人机盘旋于茶田上空，精准喷洒农
药，茶叶除霜机、喷滴灌、太阳能杀
虫灯、信息素诱捕器等设备不停运
转……当下，“黑科技”已经大规模
应用在茶产业的各个环节，极大增
强了茶园抵御恶劣天气的能力，高
效赋能茶叶种植，从源头上保障了
茶叶采摘的高品质。从“锄禾日当
午”的艰辛到“屏幕前观云识天气”
的精准，农业正经历从“靠天吃饭”
到“数字种植”的颠覆性变革。茶
叶作为中国传统农产品的代表，其
种植场景的智能化升级，不仅是技
术的胜利，更是人与土地关系的重
构——通过数据替代经验，用算法
预判天时，让每一片茶叶的生长都
可控、可溯、可持续，这正是现代化
农业“向新求变”的缩影。

现代化的农业，也离不开政策
的护航。当然，政策红利早已不再
是简单的资金补贴，而是升华为全
产业链的系统性护航。以松阳茶叶
发展为例，从《松阳县创建“中国有
机茶乡”扶持办法》出台，到茶叶电

商供应链平台的上线，再到探索建
设茶园碳汇研究中心，松阳不断打
通从种植到销售的政策闭环。截至
目前，松阳已兑现奖励资金7200余
万元，直接获益主体1000多个，让茶
农通过碳汇交易每亩增收达 200
元。在这里，政府角色的转变是关
键，这种转变体现在服务的前瞻性、
系统性、有效性上。如面对春茶交
易高峰，浙南茶叶市场提前完成“五
化”改造，引入冷链物流、直播基地
等配套，为茶叶存储、销售提供政策
保障；针对茶企融资难题，“茶叶仓
单质押”等金融创新产品应运而生，
为茶叶市场有效运转提供资金支
持，有效解决了茶叶交易的一大现
实难题，正因如此，政府助农政策应
该要比农民考虑得更远、更全面。

以茶产业为代表的农业如何实
现蜕变成长，还应根据自身的发展特
性形成产业链，如茶产业应该以“三茶
统筹”为背景，建设一条覆盖“茶设施、
茶产业、茶文化”的配套产业，实现价
值链的延伸。这种延伸既要包含纵
向价值链的延伸，也要包括横向的延
伸。纵向价值链的延伸要求，对于产
业本身要包括产品形式的多元化、功
能的多样化以及与其他产品的联动，
如茶叶可深加工到抹茶、茶宴、茶叶熏
火腿等。同时，纵向产业链的延伸不
仅仅局限于产品层面，还包括对于废
渣等废弃物的创新性利用，如用茶渣
做成饲料，茶叶杆做成肥料等。横向
的产业链延伸则包括产业面的拓宽，
如茶主题民宿、茶文化博物馆等建设，
都可以让文化IP变现为真金白银。

多措并举推进
丽水农业高质量发展

饶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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