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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IP化：
乡村振兴的“下沉式”创新

■本报记者 张李杨 通讯员 寿南松 陈超博

6月 22日中午，气温飙升至 36℃，青田县北山镇的环湖绿
道被阳光炙烤。骑行向导Lisa擦了擦额头的汗水，继续带领骑
行爱好者进入这条蜿蜒的绿道。从张坪村的骑行驿站到黄岭
头渡口，她每周至少带 3批游客沿途打卡，挑战这条贯穿 10个
村庄的百公里环湖路。

这条绿道不只是游客的热衷之地。近年来，青田以“骑迹
千峡”这一生态 IP为支点，撬动生态价值转化的创新实践：通
过体育赛事吸引游客，激活侨乡深厚的文化底蕴，让万亩油茶
林化身“浙南油库”的推介会主场，在全网引发了超过 500万次
曝光。

这场始于骑行的变革有力证明了，乡村振兴不仅基于资源
禀赋，还需要具有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实际消费场景、有效实现
产业价值的底层智慧。

资源重构打造文旅“稀缺场景”

今年的“骑迹千峡·问道伯温”环湖自行车赛，是在 4月 26
日清晨开始的。93公里环湖路线，蜿蜒穿越层峦叠嶂的山脉、
清澈见底的湖泊、高耸险峻的峭壁，让骑行者沿途感受绿水青
山千变万化的风情。

因千峡湖水库建设而形成的北山镇，如今通过打造长三角
独有的“骑迹千峡”环湖骑行系统，将交通劣势转化为景观优
势，以“湖光山色+极限挑战”的稀缺场景，吸引了大量骑行爱
好者和游客的目光。

来自温州的陈先生今年首次参赛，对赛事的细致与便捷赞
不绝口：“小程序里的轮渡时刻表非常精确，沿途的农家乐推
荐、餐饮建议也很靠谱，超出了我对山区赛事的预期。”

赛事亮点之一，是通过微信小程序搭建了一个完备的电子
路书系统，涵盖 93 公里环湖路线中的 16 个补给点、7 处维修
站，甚至有季节性采摘园的信息，骑友们可以在手机上轻松查
看所有线路安排。数字化服务不仅让赛事管理变得更高效，也
让骑行者可以更多地专注于享受过程中的风景与挑战。

最让骑友津津乐道的，莫过于贯穿赛道的“水陆两栖”体
验。在 36公里竞技段和 93公里休闲段之间，有 5公里是由轮
渡接驳的。在这段距离中，骑行者乘坐轮渡穿越湖面，感受来
自大自然的震撼。上海的金先生已经是第二次参赛，他对这段
特殊的路线设计印象深刻：“轮渡转弯时，左舷是高耸入云的丹
霞绝壁，右舷则是开阔的湖心平台，这种视觉冲击在别的地方
无法复制。”

今年，轮渡的班次加密至 40分钟一班，骑行者在船上可以
解放双手、拍摄短视频，进而增强赛事的社交传播力。“千峡湖
轮渡骑行”的话题播放量因此突破 500万次，成为自带传播属
性的现象级事件。

为了增强骑行的难度和趣味性，北山镇利用当地地形，将
原本的挂壁公路改造成骑行挑战段，而在较为平坦的湖区，则
铺设了沥青绿道，并在险峻段加装了仿木纹防护栏。这种因地
制宜的设计，保留了原始的自然景观，也提升了赛事的安全性，
符合国际赛事的标准。

除了极限挑战，赛道还融入了在地文化。沿线的 10多个
村庄都凸显了自身特色——张坪村的骑行主题墙绘再现了刘
伯温的隐居典故，石赤岭段的观景平台成为了拍摄日出云海的
网红打卡地。这种“体育+文化+生态”的多维嫁接，让原本单
纯的骑行活动升华为一次完整的沉浸式文旅体验。

复合业态破解“一次性消费”困局

“100斤北山杨梅已经安排好，本周就能发货。”最近，北山
镇强村公司负责人刘杰正在忙着处理来自赛事运营商蚂蚁探
路的团购订单。

这些订单，是骑行赛事带来的意外之喜。当时，参赛骑手
在箬坑村发现了优质的樱桃，在短短 2天内就购买了超过 500
公斤，为村集体带来了近 3万元收入。

赛事带来的热潮并没有消退，而是催生了更具创新性的农
产品销售模式。刘杰联合蚂蚁探路、骑友网等团队打造了“千
峡骑友代销专线”，通过“赛事引流+社群团购”的方式，将樱
桃、杨梅等时令水果成功销往外地果蔬市场，月均销售额突破
5万元，比传统销售模式的效率提升 300%以上。

千峡湖片区借势升级了服务体系，将农产品代销纳入当地
的“十助”便民工程。通过建立骑行俱乐部对接机制，当地组织
骑手开展“顺风代购”服务，既满足了城市消费者对高品质农产
品的需求，也解决了山区“最后一公里”物流难题。

这种以赛事引流、以社群为纽带的模式，成为乡村振兴的
重要一环。随着骑行影响力逐步扩展，千峡湖的旅游业从单纯
的观光型转向“体育+生态+文化”多元业态，展现出更多的可
能性。

每到周末，张坪村的星空露营基地就会迎来络绎不绝的游
客。来自杭州的骑行爱好者王先生曾在比赛结束后，和家人租
下了露营帐篷：“没想到在这里能享受如此完整的野外露营体
验。”数据显示，骑行赛事期间，张坪村的帐篷租赁率达到了
92%。

“赛事效应+场景化留客”将原本单日停留的过客转化为
过夜消费群体。露营、烧烤、骑行等形成了一条多维度的消费
链，带动了当地的住宿和餐饮等周边产业。

而在千峡湖片区的“枯木逢春”艺术展区，游客则可以看到
由千峡湖沉木雕刻的艺术作品。昔日被当作柴火的朽木，经过
创作，变成了具有乡土特色的艺术品，最贵的一件作品拍出了
逾千元的价格。

随着旅游服务设施不断升级，沉浸式消费的生态也在悄然
形成。骑行驿站和乡村会客厅引入多元业态，推出了“侨乡咖
啡+农家薯干”套餐，配合红酒品鉴、进口商品等摊位，形成了

“咖啡香气+田园脉动”的全新体验。游客不仅可以品尝到美
味的咖啡，还能感受到乡村的慢生活节奏。

“IP共建”让每个村民都成为创造者

凌晨 5点，泉山村的 6号鱼馆老板吴正敏已经开始擦拭玻
璃门上密密麻麻的车贴。

这些标识牌上，既有哈雷俱乐部、长三角骑行协会的LOGO，
也有女子单车联盟的设计纹样，每一张车贴都标志着一个骑行社
群的到来。吴正敏指着最新贴上的“环浙骑行指定补给站”金属
牌笑着说：“这些可不是普通的招贴，是咱农家乐的‘金字招牌’。”

从举办首届骑行赛事以来，千峡湖周边的骑行文化逐渐兴
起，越来越多骑行爱好者涌入这片绿水青山。“人流”带来了

“财富流”，村民的经济收入明显提高，“当地的土鸡、土鸭、笋
干，所有山货都成了抢手货。”新庄村村民朱长春告诉记者。而
骑着改装三轮车的朱长春，则有了新身份——“寻味向导”，他
推荐的“土鸡笋干补给套餐”，成为许多完赛骑手的必购品。

“去年赛事带来的人气，今年已经催生了更多的骑行商
机。”吴正敏说。为了应对激增的顾客流量，今年他在湖对岸又
盘下了 3间共 800平方米的店面。“500人的骑友群，我拉了好
几个，再不扩展场地，大家排队也吃不到鱼头喽。”

这些年的发展让村民意识到，光靠“吃农家菜”已不足以满
足消费需求。于是，咖啡馆、休闲茶饮馆应运而生，提供更加多
样的服务。

这种商业模式的“裂变”，也发生在泉山村。村民厉春娟将
油条摊升级为“骑行能量站”，油炸豆腐成了最畅销的“能量补
给”，3个月就卖出了上千袋。低保户谢玉娥也通过自制的干
菜、冰粉和红薯干，创收了 1600元。这些看似简单的农产品，
正通过“骑行经济”找到自己的市场。

眼下，越来越多村民从被动的受益者变成了主动的创造
者。“IP共建，不是给村民发统一的剧本，而是引导他们把生活
变成风景。”北山镇副镇长孙习力算了一笔特殊的账：6号鱼馆
门前的车贴每增加一张，周边农户的土特产销量就上浮 10%，

“人人都能通过自己的独特贡献，打造出独属的 IP。”

记者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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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千峡湖的农家乐，木门上的车贴
不只是装饰，而是乡村经济变革的象
征。骑行爱好者在绿水青山间驰骋，村
民则重新构建出一套新的信用体系。
这些车贴，是“生态 IP 化”的具象，6 号
鱼馆的吴正敏称它们为“金字招牌”，因
为它们装点了门面，象征着村民从单纯
的资源提供者转变为“信用资本”的持
有者。

每一张俱乐部或联盟的车贴标识，
都代表了骑行社群对当地服务的认可
与信任。无需公文背书，它们在市场中
就能产生真实的溢价：随着骑友群体规
模逐渐扩大，吴正敏开设了新的店铺，
朱长春的“土鸡笋干套餐”在赛事中热
销。这一切都体现了村民通过持续的
服务，逐步积累“信用资产”。这些资产
不依赖土地，也不局限于自然资源，而
是通过服务、口碑以及对社群的贡献得
到认可。

以往，信用资本普遍掌握在金融机
构手中，然而，千峡湖的车贴告诉我们，
乡村的信用资本可以通过服务特定群
体来自主积累。比如，厉春娟的油条摊
升级为“骑行能量站”，3 个月就卖出了
上千袋油炸豆腐；谢玉娥作为低保户，
依靠自制干菜获得了 1600 元收入。这
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个体案例，都是村民
通过“信用资本”实现市场价值的生动
实践。

更具深远意义的是，车贴使村民掌
握了定价权。当地的农产品通过“骑友
代销专线”直达城市餐桌，价格不再由
中间商主导，而是由车贴背后代表的服
务质量来决定。这种由下而上的定价
机制，打破了乡村作为产品供应地的被
动角色，它让村民有了与市场接轨的通
道，也为他们提供了独立参与经济活动
的机会，每一位村民都因此获得了通过
劳动、服务和贡献在乡村振兴进程中发
光发热的机会。

从“资源提供者”
到“信用持有者”

本报记者 张李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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