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口碑
才会有品牌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易蓉

无论是实现乡村振兴，还是“建设幸
福株洲”，发展乡村旅游都是题中应有之
义。

从前者来说，乡村旅游发展，让村民
们吃上了旅游饭，让更多村民走向共同
富裕；从后者来说，在为“培育制造名城”
奋斗之余，暂时远离繁忙的工作，寻一处
乡村，享受惬意的慢生活，成为越来越多
城市居民缓解压力、放松身心的幸福感
来源。而拥有自然淳朴、风土各异、特色
生活体验等优势的乡村游正好提供了这
种幸福感。

在采访过程中，无论是相关职能部
门领导干部还是乡村旅游的从业人员，
都肯定了株洲乡村游的广阔前景和潜
力，但先需跨过现实的坎。

目前，株洲很多乡村游景点的开发
模式都停留在初级阶段，即租下一片土
地，种一片花海，建几间民宿，提供垂钓、
餐饮服务。这种简单粗暴的复制粘贴模
式，看似遍地开花，热热闹闹，但难出精
品，更别提打造“出圈”的乡村游品牌。

真正的乡村旅游的运营建设离不开
政府、运营商、合作伙伴、农民和客户这
五大群体，开发建设乡村旅游，必须要培
养一批懂农业(保障农业主题及景观延
续、农产品生产等)、懂旅游(保障旅游产
业有效运转)、懂酒店管理的专业人才，
协调好运营主体之间的关系，发掘当地
特色文化，策划设计具有当地特色的旅
游产品，提升当地乡村旅游品质。

当政府“搭好戏台”，运营商“能吆
喝”，村民“打配合”，给予游客美好的旅
游体验，此处的乡村游便能形成良好口
碑，当一传十，十传百，口碑才能“变现”，
才能逐渐变成了“品牌”。

“旅游饭虽香 ，却不是所有乡村都能吃
上。”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资源开发科相关
负责人认为，株洲乡村旅游资源分散，乡村旅
游要高质量发展，需在“一盘棋”上谋篇布局，
农业、建设、旅游、林业等政府部门要形成合
力，梳理全域乡土资源，错位发展打造特色，并
统筹建设旅游设施、规划旅游线路，将散落的
景点串成旅游风情线。

为此，去年一年，该局对全市文化和旅游
资源进行了普查摸底，首次将家底盘清楚。该
负责人表示，乡村旅游的运营建设离不开政
府、运营商、合作伙伴、农民和客户这五大群
体，若是能将五大主体间的关系协调好并且各
司其职，相信乡村旅游定会朝着可持续的方向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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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游，株洲如何“出圈”？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易蓉 成姣兰 通讯员/王海艳

陌上花开，春光潋滟，正是享受
乡村游的大好时机。

株洲乡村花事节庆一个连着一
个，遍地是“花田”，油菜花、樱花、桃
花……一时间，原本宁静的乡村热
闹无比，赏花的游人如梭。

但记者发现，多年过去，年年岁
岁花相似，岁岁年年“游”相同，株洲
乡村游似乎仍跳不出“赏花+采摘+
垂钓+吃饭”老四样，缺乏类似江西
婺源这种在全国叫得响的品牌。

那么，株洲乡村游到底少了点
什么？要如何“出圈”？记者进行了走
访调查。

3 月 19 日，正值周末，天
气晴好，市民黄阿姨和几个退
休的老伙伴组织了一趟茶陵
县秩堂镇赏花品茶之旅，“去
古镇晒太阳赏花喝最新上市
的新茶，吃吃祖庵裹肉、秩堂
血鸭、祖庵糊啦等祖庵家菜美
食 ，边 吃 边 玩 ，拍 了 好 多 照
片。”说起这趟赏花游，黄阿姨
兴奋不已。

同一时间，在与之“比邻”
的攸县，该县菜花坪镇菜花社
区的 1300 多亩油菜花也竞相
绽放，金黄色的油菜花海与错
落有致的房屋构成一幅美丽
乡村画卷，吸引了不少游客前
来观赏。

同样“满村尽带黄金甲”
的，还有石峰区井龙街道茅太
新村和荷塘区仙庾镇徐家塘
村，广阔的田野上油菜花金灿
灿一片，不少市民专程从市区
过来赏花，徜徉在花海中，边
看花边忙着手机拍视频。

记者了解到，在乡村旅游
持续火爆的这股“东风”推动
下，赏花游成为这几年乡村游
的热门项目，株洲的每个县市
区乃至乡镇都有自己的“油菜
花海”，有市民在微信朋友圈
里留言称：“去不了江西婺源，
就看看家门口的油菜花吧！”

在乡村旅游的开发过程
中，由于门槛低，我市很多乡
镇拥挤到了赏花经济的路上，
其中不乏跟风上马高度雷同
的项目，赏花火了就搞赏花，
采摘热了就上采摘，再加上几
间民宿、农家乐，就成了乡村
游的主要内容。

“为了带动乡村旅游，这
两年油菜花面积越种越大，来
赏花的人也不少，株洲乡村游
看似遍地开花，但却缺少叫得
响的品牌，离江西婺源可能还
差了好几个秩堂！”有业内人
士感叹。

这种调侃在一则“段子”
中得到共鸣。

该段子说：湖南的面积，
都只占全国国土面积的 2.2%，
但全国 20%的油菜花田都在
湖南。湖南以一己之力，用 10
倍的杠杆，撬起了祖国油菜花
的重任。但到头来，说到看油
菜花，大多数人第一反应是去
江西婺源。

株洲乡村旅游，到底差在
哪？

“打通政策关，才可能有乡村旅
游品牌。”耕食小镇负责人徐建辉表示。

他介绍，目前，株洲乡村旅游遍地开
花，但仍旧停留在花海+采摘+垂钓+农家乐
模式，或为当地自发形成，或为村集体拍脑
袋决定，缺乏顶层规划，同质化现象严重，产品
单一，让人没有专程游玩的冲动。

徐建辉认为，并非每个村都要走乡村旅游
之路，政府应参照工业产业发展，加强对乡村旅
游这一新产业的整体布局和配套支持，深挖区
域文化，聚焦一点发力，打造特色品牌，助力产
品出圈。

目前，荷塘区深挖仙庾岭老莱子“孝文化”、
仙庾娘娘“善文化”和齐雨坡“耕文化”，通过民
营资本入驻，打通与国学、教育、露营、研学等多
种业态间专业团队的合作，以前置运营的理念
进行片区整体开发，打造特色农耕品牌，是比较
清晰的乡村旅游思路。

顶层设计之外，政府政策还能做什么？
作为以采摘休闲农业起家的悠移庄园，其

负责人姚先林则呼吁政府对乡村旅游基础设
施、包装和营销上的投入。

他说，悠移庄园通过 13年发展，目前已拥有
互动项目 57个，配套大型餐饮、会务酒店、电商
产业园等多种业态，去年接待人数突破 30余万
人，辐射长株潭和衡阳。但再往外辐射，目前不
太可能。

“已有旅游项目，大多以效益为中心，并不
精致。”姚先林坦言，项目升级需要大量资金，然
而，这些年，公司资金都砸到了修路、水利设施
等基础设施的开发上，对于目前面临的困局，他
也表示出无奈。而他的无奈，代表了一大批以休
闲农业起家的乡村游创业者的心声。

在所有政策需求中，土地政策，几乎是所有
乡村游主导者们的刚需。“农村土地不放开，乡
村旅游很难走远。”天元区三门镇相关负责人彭
女士表示。

经过多年重点打造，石三门现代农业公园
成为株洲市的一张名片。围绕株洲人的后花园
的打造，石三门以响水村为核心，向南以产业串
联起南江村网红扣肉店、黄田村花海和特色采
摘、松柏杨梅等多个乡村旅游点，形成了一条完
整的乡村旅游带。

然而，这些年，政府在三门投入不少，乡村
美了，旅游转化并不理想。根本原因在于，人留
不住。

“仅依靠当地老人支撑的农家乐和民宿，根
本达不到消费者要求。”彭女士介绍，乡村旅游
要发展，餐饮下乡是第一步，住宿下乡是第二
步，这两步，都受到耕地、宅基地等土地政策的
限制。如能将王捌院子、老渔村等株洲网红院子
餐饮品牌引入近郊乡村，餐饮与文旅结合，将能
盘活乡村这一座座美丽院落。

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柔性处理土地政策，
允许适当搭建和造景，更要下大力气盘活现有
闲置宅基地。

在前不久的株洲品牌建设大讨论上，兄弟
厨房董事长习招平也提出了同样的想法。因株
洲土地政策管控严格，这两年，株洲网红院子餐
饮纷纷出走长沙，文旅与餐饮结合发力，或许是
一个突破点。他表示，在长沙、浏阳等地，政府突
破了不少土地政策限制，打了一些擦边球。

近年来，红色旅游持续吃
香。2018 年，凭借茶陵县苏维
埃政府旧址等系列红色旅游
资源，茶陵县严塘镇湾里村被
评为全国第 8条红色旅游精品
线路节点旅游地，湾里村开始
了红色旅游开发之路。

村里的红色景点修缮开
放，村口农田种起了油菜花，
村民们都盼望着，能搭上红色
旅游的列车，走向富裕。

三年下来，用当地人的话
说，除了吆喝，啥也没赚着。

湾里村党支部书记张陈
生表示，当时他们也不懂旅
游，利用上级资金简单修缮
后，他们即与一旅游文化公司
签订协议，由他们带人来，村
里按照比例分红。他以为，只
要游客进来，可以带动当地餐
饮、商店和土特产销售。然而，
事实并非如此。

红色景点无需收门票，由
于缺乏专业运营，游客当地消
费转化率极低。“都是逛一圈
就走了，既没吃也没住宿，还
留下一地垃圾。”知情人士透
露，村里运营成本比旅游公司
的分红还高。

去年底，村里重新引进湖
南万樟集团 2 亿元投资，对湾
里村红色资源进行提质，才找
到了真正的乡村旅游方向。

以村集体为主体的乡村
旅游开发逐渐看到了弊端所
在。一旅游业专业人士透露，
去年来，她就收到不少村的邀
约，希望她能为村上做旅游产
品设计和开发运营。然而，部
分乡村已有开发设计根本不
符合旅游的动线设计，改造难
度很大。有些村还属于处女
地，基础设施建设落后，投资
期过长。她认为，政府部门做
好基本基础设施建设和配套
服务，对外招商引资引进专业
开发运营团队，是乡村旅游的
稳妥之策。

据了解，茶陵县卧龙村、
株洲市三门镇响水村、仙庾岭
等地，都已引进专业运营公
司，进行前置开发和整体运
营。

简单粗放的赏花经济，难以支持乡村游的
可持续发展，要让赏花真正成为乡村游的新动
能，功夫还在花果之外。

“文化是根，生态与文化的珠联璧合，是乡
村旅游、乡村振兴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株
洲产业时评人张书乐坦言。

他举了一个例子，游客到婺源不仅仅是看
油菜花，婺源旅游的成功既在于将优美的生态
与深厚的文化底蕴结合，同时也在于不断通过
硬投入，提升软实力，赏花只是“锦上添花”。

婺源作为中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朱熹的
故里，朱子理学在当地影响颇深，历代名人遗迹
和明清徽派古建筑遍布乡野。抓住这一文化特
色，婺源坚持“将徽派进行到底”，从 2001年起，
先后启动三轮“徽改”，改造非徽派建筑上万幢。
如今，婺源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徽派建筑大观
园”。

“而株洲乡村旅游资源分散、氛围不浓、辐
射不广、外地客源零落，且作为衍生产业的文创
产品整体缺位，需要一个城市文化 IP来为其‘正
名’‘引流’。”张书乐说，“就像好莱坞、硅谷一
样，当这个城市 IP 打响，形成人设和标签后，人
力物力财力都会跟随而来。”

从这一点来看，茶陵县秩堂镇很有潜力。
作为 2021年湖南十大最美油菜花乡村旅游

点，秩堂镇还是茶乡文化的发源地，镇域内有茶
陵县第一个乡级红色政权——大湖乡苏维埃政
府、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县立列宁高级小学校”
等红色景点，有道教胜地皇雩仙、战国古城古墓
遗址、南宋岳飞二石刻、中宪大夫石牌坊、雩江
书院、“三大学士故里”碑亭，以及众多林立的各
姓氏宗祠家庙等名胜古迹，加上极具特色的祖
庵家菜，都可以成为发展乡村游的文化底色。

与秩堂镇 43 公里之隔的严塘镇，一个更大
的花海景区花湖谷正在逐渐成熟，大井冈山红
色旅游线路逐渐连接成片。

阳春三月，花湖谷桐花雪白，玉兰花、樱花、
杜鹃渐次开放，6000米紫薇长廊吐绿，一个花海
世界在逐渐苏醒。当下，他们正在为湖南省夏季
旅游文化节做准备。

“婺源油菜花、毕节杜鹃，只有足够独特，才
能真正出圈。”湖南万樟集团董事长刘祖治说。
目前，由集团打造的花湖谷景区，已建成了紫薇
园、丹桂园、樱花园等 16 个特色精品园，是中国
目前最大的木本大花海。

在花湖谷景区，每一个单一品种面积，都是
中国之最。“站在高空，每个角落都看不到边，这
才是真正的花的世界、花的海洋。”刘祖治说，今
后，他们将以此突围。

2018年，核心景区紫薇园开园之后，去年游
客突破 30 万人，今年有望突破 50 万人。刘祖治
说，他们的目标，是国际旅游目的地。不过，目前
在外界甚至是株洲，知道花湖谷这个地方的人
并不多。“我们希望再通过两三年完善，能够一
炮打响。”刘祖治对未来充满信心。

目前，万樟集团正在对辖区内湾里村茶陵
县苏维埃政府旧址、中共工农红军独立师旧址
等红色资源进行挖掘包装，预计今年 5月开园。
黄河村茶博园建设也在如火如荼进行当中，今
年内，300 栋木屋民宿将建设完成，形成独特的
茶旅品牌，与和吕峡谷度假区遥相呼应。

“今后我们将与井冈山红色革命根据地连
接，打通红色旅游通道，形成大井冈山红色+花
湖谷的绿色深度融合。”刘祖治说。

目前，万樟集团紧扣“助力乡村振兴”主题，
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已开发出大花海、大湖泊、大
峡谷、中国湾里红湘赣革命根据地红色文化园四
大旅游板块，涵盖辖区 21个行政村，不管是康养
还是文旅，红旅、农旅还是茶旅，花湖谷都是一个
不错的旅游目的地。去年，花湖谷景区成功申报
国家4A级旅游景区，目前正在向5A迈进。

从一朵油菜花说起
缺乏配套政策支持，乡村旅游难出精品

缺乏专业运营，乡村仅赚了
吆喝

乡村旅游出圈，这些地方有潜力

株洲乡村旅游
还需“盘家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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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观杂谈

荷塘区仙庾岭徐家塘村的千亩油菜花田。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易蓉 摄

周 末 ，市 民 带 着 小 孩
在石三门现代农业公园体
验越野摩托车。

株 洲 日 报·掌 上 株 洲
记者/成姣兰 摄

花湖谷和吕度
假 区 内 ，70 余 套 木
屋别墅隐藏在峡谷
和山林间。

花 湖 谷 紫 薇 园
内，百花竞芳季节开
始来临。

株 洲 日 报·掌 上
株洲记者/成姣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