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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乡融合发展的大背景下，青田高市
乡以“冰雪经济”破题，串联华侨资本与生态
变现的主线，探索出“三链融合”的山区共富
新路径。这个曾以侨乡闻名的传统农业乡，
通过生产要素的创造性重组，实现了从“单一
冰雪引流”向“全季产业生态”的转型。

高市乡的突围始于对气候的逆向思维。
当传统认知将“南方少雪”视作发展冰雪产业
的天然屏障时，当地率先建成华东首个室内
滑雪场，通过技术手段突破地域限制，将“冷
资源”转化为“热经济”。这种创新不仅填补
了区域文旅市场空白，更颠覆了山区发展的
资源依赖路径。如今，年均 50 万人次的客流
量催生出 30 余个本地就业岗位，更带动周边
餐饮、住宿等配套产业协同发展，印证了“场
景经济”在乡村振兴中的强大驱动力。

面对山区普遍存在的发展难题，高市乡
创新性激活“侨”资源，将海外华侨的“世界视
野”与本土需求深度嫁接。通过搭建数字化
侨务平台、创设“铁三角”合作模式，实现了要
素资源与在地资源的精准对接。养正露营基
地的滩涂蝶变、星级农家乐的成功运营，无不
彰显出“地瓜经济”的实践智慧——让经济藤
蔓延伸全球汲取养分，而发展根基始终深扎
故土。

从“冬季限定”到四季常青，高市乡的二
次转型更具启示——通过“百合—水稻”轮作
模式构建新型耕作体系，将农田转化为兼具
经济价值与景观功能的复合空间；以主题音
乐节、农事体验等业态延伸消费链条，推动农
业从生产端向体验端跃迁。滑雪场、花海、油
茶园等场景的时空串联，促使当地构建起“冰
雪+”产业生态圈，形成了可持续的自我造血
机制。而这种突破单点思维、构建产业协同
网络的发展模式，也为山区县域经济突围提
供了可复制、可迭代的解题思路。

突破单点思维
重构乡村价值

本报记者 张李杨

记者手记

身着专业装备的滑雪者在洁白的雪道上穿行，雪花在
疾驰间四溅飞扬。这在北方冬季才会出现的场景，却发生
在青田县高市乡的晴朗夏日。

这个曾以“侨”闻名的传统农业乡，如今正通过颠覆性
的产业转型，打破城乡发展壁垒，在长三角经济圈崭露头
角。

依托华东首个室内滑雪场的流量红利，高市乡以“冰雪
经济”串联“侨务回归”“生态变现”三条主线，通过创新驱动
与资源重组，在乡村振兴进程中蹚出一条独特路径。与主
流叙事不同，高市乡的成功不仅是在冰雪上找到了产业的
突破点，更通过这一产业架构拉动了多领域协同发展，逐渐
从“单一冰雪引流”转型为“全季产业生态”的多元发展格
局，涵盖农业、文化、生态、旅游等方方面面。

以雪为媒叩开流量大门

坐落在高市乡的“奇想探索乐园”，有一个超过 6000平
方米的室内滑雪场。

“今年‘五一’期间，雪场每天接待游客两三百人是常
态。”雪场负责人胡俊飞告诉记者，雪场温度常年低于零摄
氏度，营造出一个与南方现实气候有着强烈反差的“人工冬
天”，不仅是滑雪爱好者的聚集地，还吸引了许多“贪凉”的
游客。

尽管户外烈日高悬，但推开通往雪场的旋转门，一股寒
气便扑面而来。在这里，滑雪服、棉裤、滑雪板等装备一应
俱全，换装后的游客进入滑雪区，迎接“冬日幻境”。

雪场设有练习道和初级道，前者适合初学者，200米长
的初级道则适合有一定经验的滑雪者。不远处的雪圈道
上，孩子们坐着橡皮圈欢笑着滑行，温馨又热闹。

“我们南方人对雪有种天然的向往。”来自温州的胡先
生一边帮孩子整理滑雪服一边说。而来自金华的滑雪爱好
者周女士则看中了这里的“反季训练价值”：“天越热，越想
来滑雪。冷风拂面时，那种轻盈感特别迷人。”

但对许多当地人而言，滑雪不仅是体验，更是生活的转
机。

2016年室内滑雪场开放后，立刻吸引了大量体验者和
爱好者，也为当地带来就业机会。曾是雪场文员的董吉利，
如今已是持证教练，将个人爱好变为职业理想；东源镇的周
勇建，则从外地旅游从业者变身“家门口”的文旅推广者。
目前雪场员工中有近 30位是当地村民，许多人从雪场开业
伊始便坚守至今。

这种转变不止停留在个体层面。2017年起，奇想探索
乐园扩展新业态，建起无动力乐园、萌宠之家、生态农家乐、
自然研学等空间，形成了 2万多平方米的户外乐园。通过
联动石门洞、陈诚故居等周边资源，设计出多条游玩路线，
撬动高市乡的旅游经济链条。

更深层的推进正在发生。“我们联合奇想探索乐园打造
了‘冰雪共富工坊’，通过校企合作开设系列滑雪运动精品
课程，推动了就业、培训与乡村振兴的深度联结。”高市乡党
委书记余展磊说。

华侨归巢激活山乡经济

在高市，雪还意味着机遇。
初夏时节，山峦叠翠，古色古香的老屋错落点缀其间。

在距室内滑雪场仅百步之遥的养正露营基地里，烧烤的烟
火气和咖啡的醇香交织出一种截然不同的度假氛围。“五
一”期间，营地的 40多顶帐篷早早被来自上海、杭州的游客
预订一空，城市与乡村，在这片绿意盎然的土地上达成了一
种短暂却真实的连接。

“谁能想到，4年前还在讨论出国开餐馆的我们，会在这
里扎根。”站在自家农家乐的观景平台上，华侨陈微望着川

流不息的游客感慨不已。受乡政府“华侨归巢”政策感召，
陈微夫妇放弃了赴海外开餐馆的计划，回到家乡创办了“高
市人家”——如今年接待游客超过 3万人次的高市乡首家
星级农家乐，也带动了周边民宿的联动发展。

高市的“侨变”始于冰雪经济的崛起。年均吸引游客超
50万人次的室内滑雪场，激活了这个曾经偏安一隅的传统
侨乡，也唤回了散落世界各地的“地瓜藤”。余展磊用“地瓜
论”解释这种逻辑：侨乡如地瓜，本体在本地，藤蔓却在全球
延伸，汲取“养分”，反哺家乡。

数字化平台成为凝聚侨力的新纽带。高市乡构建了
华侨信息库，通过公众号、微信群等平台，以“每月一次”的
频率推送政策信息，常态化开展“屏对屏”互动、“点对点”
招商，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2021年落地的养正露营
基地，就是这种模式下的典型成果。当时，华侨叶剑玲投
资 800万元，村集体以土地入股，政府配套基础设施，三方
构建“铁三角”合作模式，运营第一年就举办了冰雪嘉年华
等 22 场大型活动，为村集体带来 35 万元增收。“这种模式
让风险更可控，也让收益更具可持续性。”运营负责人陈艺
军说。

如今的高市，是各类场景奇妙交融的空间——足球场
上传来温州企业团建的呐喊声，烧烤区飘出田鱼的鲜香，茶
室里的上海游客轻啜一杯意式浓缩……这些混搭式的场
景，在高市达成了和谐共存。以雪之名，这个浙西南山区乡
与世界建立了崭新的联系。

农旅融合蹚出振兴路径

“冰雪经济”曾是高市乡走入公众视野的起点，如今，一
场关于百合花的创新实践，正在悄然重塑它的农业版图。

沿着盘山公路来到东源口村，雪场的寒意还未褪尽，田
野里已是一派热闹的夏日景观：村民在阵雨间隙里抢抓农
时，锄头翻动泥土的节奏，与不远处施工机械的轰鸣声遥相
呼应。再过 10多天，这里将迎来百合的盛花期，也意味着
高市从“单季旅游”向“四季农旅”迈出新步伐。

“过去游客来滑雪，玩完就走。现在我们想让他们留下
来。”张焕彬说。他是土生土长的高市人，在外创业多年，如
今带着资本和经验返乡。他选择的切入点是花——百亩百
合在他眼中不仅有观赏价值，更是农旅结合的新支点。通
过土地流转，他在村里建起标准化百合种植基地，并引入

“百合—水稻”轮作体系，实现了亩产 1000公斤、亩均产值
超 2.4万元的效益，其中 8000余元直接惠及当地农户。

在这片经农技专家指导的轮作田里，百合苗舒展着嫩
绿的叶片。“去年花一收完，我们马上翻耕种稻，土壤有机质
提升了 15%，而土地利用率提升超过 40%。”张焕彬说。这
不只是耕作方式的转型，也是乡村治理方式的创新。在张
焕彬的用工统计簿里，79 岁的村民张先清春季田管收入
2420元，“农田总管”张培雄带领的作业队全年劳务工资达
28万元……详实的数字，成为撂荒地变身“聚宝盆”的具象
注脚。

在村口，施工队伍正加紧建设生态停车场与观景栈道，
刚刷上桐油的木制围栏散发着新鲜的油香。“游客到了这
儿，除了赏花，还能获得沉浸式体验。”余展磊展开规划图告
诉记者，即将推出的“百合主题音乐节”将音乐、农事、花卉
观赏融为一体，串联周边的油茶林、黄精园，打通“春赏花、
夏避暑、秋采摘、冬滑雪”的四季旅游动线，“既是资源的整
合，也是乡村旅游形态的一次系统升级”。

站在观景台远眺，连片的花海与远处的青瓦白墙相映
成趣，农人的笑语与机械作业声在山谷间回荡。在生态与
经济之间，在传统与创新之间，高市正寻找属于自己的答
案，一步步将自然风景转化为发展动能，绘就一幅兼具产业
逻辑与人情温度的乡村振兴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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