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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乡村回到乡村，，我们能做些什么我们能做些什么？？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鲁鲁 娜娜

“赋能”一词，是乡村振兴之路上平台方频繁使用的词

汇，这也正是他们在乡村振兴中的主要实现路径。

微博产生了许多流量神话。比如，凭借崭新的古风

美食、乡村生活方式短视频所展现的古风田园生活，微博

达人李子柒的粉丝量已超2000万。这个身着古装劳作

的女孩，还在视频中记录中国文房四宝、木活字印刷术等

非遗技艺制作过程和自己学习蜀绣的历程。在微博非遗

守护人计划中，作为成都市非遗推广大使，李子柒不仅将

助力传播、体验蜀绣文化，还将联合开发文创产品。

在快手，流量传说同样令人称奇。贵州黎平县盖宝

村担任扶贫书记的吴玉圣，在2018年找到村里7位美丽

的侗族姑娘当主角，通过短视频介绍侗族的乡土人情，这

个“浪漫侗族七仙女”的账号不仅走红快手，还带动了当

地侗布等手工艺品的销售。

高流量并不意味着高转化率，没有流量却万万不

行。然而，李子柒毕竟只是少数，乡村的资源、产品如何

才能打开更广阔的市场，实现目的地资源和市场的对

接，把特色产品推向品牌化？

“我们坚持普惠的流量分配原则，通过短视频和直

播的方式，使得中国每一个毛细血管端的乡村都能够被

看到，与外界产生积极的连接，这种连接将带来无限的

可能性。”快手科技副总裁、扶贫办公室主任宋婷婷介

绍，快手去年发布幸福乡村战略，挖掘和连接中国乡村

的人与货，成为乡村创业者成长孵化器，一条精准助力

乡村振兴的道路已然成形。

“乡村振兴是一个长期的国家战略，既要有政府的方

针政策主导，又要有市场化的企业深度参与，只有这样才

能走得更远。”微博政务运营总经理、新浪集团扶贫办公

室副主任李峥嵘介绍，微博希望建立一个生态，通过一系

列活动、产品、技术持续助力区域公共品牌打造、人才孵

化，让更多社会资源关注参与到乡村振兴中，打造一个共

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振兴新局面。

李峥嵘认为，贴近乡村市场的企业和“新农人”，才

是能够真正深度连接消费和用户市场的生力军。“如今，

越来越多年轻人返乡，通过自己创立企业，或者与当地

共建农产品合作生产基地等，成为‘新农人’。他们接受

过良好的教育，有极强的市场与品牌意识，对新媒体有

非常敏锐的感知和利用能力，能够通过社交媒体以图

文及短视频的方式不断传递自己的品牌理念和价值

观。”她介绍，微博将整合资源启动田园餐桌、遇见最美

乡村、原产地探访计划、非遗守护人四大活动，帮助更

多乡村培育出能够持续与外部连接的“新农人”。

乡村振兴是一个系统工程，要把它和城镇化的大趋

势放在一起看，它既要解决已经生活在乡村的人的问

题，也需要构建一个能回去的乡村，同时要回答乡村文

旅如何生长、发展的问题。仅仅依靠情怀的传统乡土式

乡村振兴难以维持，操盘手需要有整体产业观。

1个核心：回得去的乡村

从系统来看，乡村振兴中文旅项目的开展，需要完

整的产业链作为支撑，并且有一个核心系统——“回得

去的乡村”。

而乡村景观、乡村休闲、乡村度假、乡村产业 4个层

次，左右着整个项目的发展方向。乡村景观是乡村文旅

中的基础内容；乡村休闲包括近年来涌现的休闲农场、

乡村餐厅等项目；乡村度假关注如何利用集体用地做类

地产的开发；乡村产业则是其中最具潜力、也最困难的

部分，涉及农业附加值的提升，乡村手工业、非物质文化

遗产活化以及大健康产业等多方面内容。

3件事做对：实现蜕变

优质的乡村文旅业态或者项目，其实都做对了3件事。

第一件事，准确认识乡村价值。不仅要认识村落的

建筑与院落、公共文化空间、基础设施与土地资源等硬

性要素，还要从非遗、特色产业、社区参与、村民培训等

十分重要的软性要素着手。

第二件事，塑造乡村产品。通过梳理公共文化空

间，推出一系列可消费的内容产品，合理解读产品与用

户的关系。

第三件事，说服乡村用户。

7个维度入手：完成价值转化

我们发现，具备顶级资源的乡村在与资本结合后，

较容易转化、能相对快速地成为一个整体的乡村文旅产

品，如古北水镇、乌镇等。但大多数乡村其实都不具备

直接转化的条件。这就需要我们从资源、产品两个角度

双向定位，并基于7个维度入手思考，才能实现文旅项目

从低价值到高价值的转变。

第一，住宿，成功因素取决于整个区域是否具有度假属

性，而民宿集群的进入能够带动公共服务和技术服务的提升。

第二，农田，核心是要解决规模化发展、休闲化发展的

问题，可以把在地元素做得非常精致，丰富而有生命力的

产品能够串联形成一个整体性项目，进而带动区域发展。

第三，饮食，把乡村里面颇具价值的元素通过艺术

化演绎有机整合起来，并通过精致化创意，能够让乡土

美食呈现出新风格。

第四，风景，在理解乡村文化的前提下，通过艺术介

入乡村等一些方式塑造乡村景观，对乡村进行再创作，

留下属于乡村的回忆。

第五，农产，要去研究乡村的物产，通过好设计、好

的传播提升产品附加值，建立人文情感联系，从而寄托

一种乡村的文化情感。

第六，事件，根植核心特色，发挥瞬时效应，进而延

长产业链条。

第七，生活，通过内容的植入去促使整个村子土地

价值和物产价值的提升。

（作者系大地风景文旅集团副总裁）

宁夏中卫大湾村，黄河在这里拐了

一个U型的弯，村对面是浩瀚的腾格里

沙漠，村后的山上还有一截古长城。静

好岁月被城市化的浪潮打破，加上担心

被淹没，大湾村村民已整体搬迁，只留下

一片老房子陪着沙漠和河流。华正文旅

创始人、董事长陈祖品与大湾村的“相

遇”正是在这时候。

5年后的今天，这里被更多的人称为

黄河·宿集，西坡、大乐之野、墟里、飞鸟

集、南岸 5家在业内声誉颇高的民宿竟

聚集在一个村落，宛如一个微缩版浙江

莫干山。这个充满摩洛哥式北非色系的

村庄，自今年试营业后在网络上迅速走

红，成为打卡胜地。

用5年时间打磨一个村庄，这与常规

思维中煤老板的行事风格颇有不同。“乡

村振兴是国家战略，不能以短期的商业思

维去思考，我们用了5年时间做积淀，其

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寻找与这个村落更好的

相处方式。”陈祖品说，他们甚至找到当地老

画家和西北题材画家，希望能通过记忆去

还原乡村的本来面貌，让房子“会呼吸”。

“黄河·宿集 2月 1日试营业，5家民

宿52间客房，春节期间最高入住率85%，

客房均价 2000元。截至 9月 30日，8个

月的平均入住率超过 65%，特别是 8月，

入住率已接近100%。”借宿创始人、杭州

民宿行业协会执行会长、如程民宿采购

端及品控负责人夏雨清是黄河·宿集的

另一灵魂人物。

黄河·宿集做对了什么?在夏雨清看

来，从天时来看，民宿市场经过爆发性增

长，如今已进入审美疲劳，加上度假旅行

兴起，国内优质旅行度假目的地项目缺

位，业界期待行业有所颠覆。

从地利来看，黄河·宿集在一个不可

能的地方，做了不可能的事情。一年中

有一半时间都是旅游淡季的宁夏，看起

来并没有能生长出爆款民宿的土壤，但

在夏雨清眼里，这里都是优势：黄河、大

漠、戈壁、古村、绿洲、长城，这些资源不

可复制。

当然，没人买单也是白搭。“在西北

做旅行度假产品，一开始就要心怀天

下。唯有天下人，才不辜负大西北。”夏

雨清也认为，度假产品没有增值服务就

没有溢价。“民宿之外，我们开发了梨花

会、沙漠冲浪、岩画探秘等度假旅行线

路，比如在沙漠深处的沙湖边，守着落日

来一餐沙漠之心的星光晚餐，这是客人

无法自己完成的，也是市场上没有的。”

夏雨清说。

也就是说，民宿是了解这片土地的

入口，然而，这片土地不止民宿。充满西

北历史记忆的传统民居里，不仅承载了

书店、艺术馆、文创店、特色餐厅等当代

的生活方式，还以此为窗口，呈现一个别

样的西北目的地。

“今年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不好

意思，没房了’。”陈祖品略带骄傲地说。

乡村振兴大潮中，总能涌现让人惊喜的力量,多家运营机构以内容和创意赋能，吸

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回归乡村，微博、快手等平台也正尝试用科技为乡村引流、赋能。

由此，乡村的产业运营正展现出多种模式和可能性，乡村振兴中的产业振兴有了更多

的实现路径。

北京市延庆区下虎叫村，距市区两小

时车程，50户人家，如何通过运营，让只有

6个院子的民宿山楂小院吸引到城里人？

乡村生活方式运营商“隐居乡里”的

做法，是让外表简单、朴实的农家小院

中，隐藏着现代人希冀的传统乡村生

活，它是雪天里围炉而坐的火盆锅，是

就着老式爆米花看皮影戏的一个午后，

也是深夜里打着秋千仰望的漫天星

河。以一个院落的小场景，搭建出一个

活着的乡村，“隐居乡里”以闲置农宅的

共生发展模式，形成了乡村振兴中的一

股独特力量。

“我们针灸式地改变乡村，从来不大

拆大建，无论硬件还是软件。我们不会

让农民去做法式牛排，而是让他做拿手绝

活——一碗热气腾腾的手擀面，做好这

个就够了。”“隐居乡里”创始人陈长春说。

从 2015 年的北京山楂小院起步，

“隐居乡里”4年里已在全国12个村庄改

造运营了 110多个院子，解决当地劳动

力 150人，先生的院子、姥姥家、黄栌花

开、云上石屋、麻麻花的山坡、青籽树、牧

马人等旗下精品度假院落逐渐形成品牌

影响力，创造总收入超过1亿元。

“很多城里人往前追溯，前一两辈大

多数是村民，他们记忆中的乡村已经回

不去了，我们则要给他们一个回得去的

乡村。回得去的乡村是住着舒服、简洁

的。乡村建筑如果能解决城里人最关心

的问题：冬天取暖、夏天遮荫庇护、清洁

的卫生间、干净舒适的床品、可口的饭

菜，把最基本的需求解决，再加上活动赋

能，就能获得很大一片市场。”陈长春介

绍，因此，为了营造回得去的乡村，“隐居

乡里”的院落在外观上和村里其他院子

浑然一体，不突兀。

“隐居乡里”的秘诀当然不止这些。

以村民为主体，实现在地化运营，成为“隐

居乡里”的扩张“标配”。“我们进入村庄的

原则是不允许大拆大建，不能把原住民赶

走，原住民首先能提供效率，其次是提供

生活场景。此外原住民能提供很多在地

服务，以及一些擅长做的产物。”陈长春说。

在长期泡在中国乡村的陈长春看

来，乡村最需要的不是招商和资金，而是

运营商、运营管理人才和引智。乡村需

要有才华的人回归和新村民进来，只有

人回来乡村才有希望，同时要以合作社

的形式，与村集体协作，充分考虑老百姓

的利益。

塞外推出民宿爆款塞外推出民宿爆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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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让农民做法式牛排不让农民做法式牛排

新媒体平台大赋能

乡 村 文 旅 操 盘 有 术
李 霞

微博达人李子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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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楂小院一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