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浙江蔓塘里村：艺术光影
秀 装饰乡村夜

浙江美丽乡村经济起步早，很多探索都

走在前列。

浙江蔓塘里村，依托美丽乡村以及灵峰

街道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招牌，加上“高低起

伏”的村庄形态，2018 年 11 月，“大地之光”项

目在此落地。这个只有 1.6平方公里的小山村，

引进“大地之光”项目后，将农家、茶园、山林

等自然之景，运用多重立体光影技术、国画的

手法，通过点、线、面的变化，描绘塑造出一幅

“亦诗亦画”的灯光水墨画，将蔓塘里乡村独

特的人文、地貌、景观呈现给游客。

该村现已成为文创灯光第一村，作为全国

唯一的乡村文创灯光项目，蔓塘里“大地之光”

已经名声在外，是朋友圈里的网红打卡地。而

且，“大地之光”采用村景联建的模式，村集体以

基础设施、美丽环境配套入股，农户作为股民参

与，村集体每年能拿到10%的门票收入分红，保

底80万元，村民也可拿到门票营业额的3%。

2.浙江丽水联丰村：无中生有
的“夜生活”

曾经的缙云县壶镇镇联丰村，有着一个

被人嫌弃的烂泥塘、臭水沟和抛荒田。

得益于 2019年全省“花园乡村”建设的全

面推进，联丰村开启“转型之变”，经过 126 天

的拆与建，村庄面貌焕然一新。

没有卖点怎么办？“那就制造卖点！”2020

年初，一个结合莲都区利山畲族村的百亩莲花

景观，并借鉴台州后岸村卡丁车项目的“万莲

花海卡丁车项目”在联丰村正式落地。区别于

其他乡村的娱乐项目，联丰村的跑跑卡丁车最

大的卖点在于可以在绚丽的夜景里奔驰。

2020年 8月 8日，联丰村举办了首届荷花

节，卡丁车项目正式对外开放。“荷花+卡丁

车”的美丽景色以及夜间美景，吸引了十里八

乡的游人。在刚刚结束的“五一”假期里，卡丁

车项目收入达 13.8 万元，其中 50%以上来自

“夜经济”。如今，当地农民除了种田，还能在

卡丁车赛场上班，遇到节假日，工资还能翻

倍。农民们为此笑开了颜。

3.日本美星町：小村落成观星胜地
美星町，一个几年前名不见经传的小村

落，距大阪直线距离 184 公里，从日本版图来

看是极为偏远的小地方。入夜之后，街灯稀

疏，长夜暗暗，除了满天星星什么都没有。而

正是通过美丽星空这一资源，点亮了美星町

的高光时刻。

暗夜保护计划、天文台、民宿、星空公园

……美星町仅剩的“繁星”成为了特色，如今

这个暗夜下的小乡村已经成为日本天文研究

的重镇，被列为日本三大观星胜地之一，甚至

成为了世界知名的观星旅游目的地，每年吸

引着上万名来自世界各地的观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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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顶露营、坐观落日、露天电影、篝火晚会……

是谁，敲响了乡村夜经济的门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易蓉 任远

傍晚 7时，在石
峰区汪家岭，当天边
的云层慢慢靠拢，遮
住落日红扑扑的半
边脸。慕名而来的游
客陆续集结，在这个
乡间山顶露营基地
里，登上山顶，打卡
长株潭三市交界处
的落日余晖。同一时
刻，数十公里外的醴
陵市沩山镇泉水村，
夜排档的啤酒、烧烤
已上桌，乡间的烟火
气在游客的推杯换
盏间被点燃。

原本入夜就漆
黑寂静的小村，如今
也逐渐成了游客涌
入的“不夜村”，越来
越多以“夜”为时间
节点的乡村经营模
式正在悄然兴起。

乡村之夜以独
特魅力留住习惯城
市夜生活的外来客，
夜经济与当下乡村
休闲旅游产业怎样
融合发展？记者走进
一些乡村，看到美丽
经济的一条新路正
在生长。

露营，散布在乡村里的夜经济
与三五好友一起，手捧咖啡，围坐在篝火旁，仰望星空

……这样轻松惬意的田园生活，点亮了不少乡村的夜经济。

在渌口区南洲镇，有着 20 多年户外经历的贺泽剑搭起

帐篷，建立了特色露营基地。

“与过去‘一张行军床、一个简易帐篷’的传统露营不同，

我们提倡的是风格露营。”说起基地，贺泽剑打开了话闸子，

“它像是在户外安了一个临时的家，人们按照自己的审美将

帐篷装饰成不同的风格，或清新，或现代，或复古。”

基地就像一个小社会。人们行至于此，抛开世俗中的利

益纠葛，亲近自然，共享这里的美好生活。

基地配有西餐大厨，为游客们提供美味的西式餐饮。每

晚 300元左右的帐篷费用，基本能被消费者接受。

白天，以家庭、好友为单位的游客，在基地附近爬山、戏

水。到了晚上，暮色降临，众人围坐一团，顶着星光，喝酒聊

天，好不自在。基地还会定期举办各类活动，吸引人们前往。

同样做起了乡村夜生意的，还有 80后青年——果子、青

择和佳邑。

石峰区汪家岭，海拔 243米，周边再无更高的山峰，视线

直穿长株潭三市。尤其到了晚上微风徐徐，气温比城区低了

好几摄氏度，还没有蚊虫，特别适合打卡休闲。

三位年轻人看中这里的地理优势，和当地一家滑翔伞基

地签订协议，开发山顶经济的“下半场”。

白天，这里是户外运动爱好者的聚集地，吸引人们滑翔

天际，体验不一样的运动；夜里，果子等人在铺满草皮的山顶

布置灯线、摆上桌椅板凳，打造出一个小型夜间露营基地。

当夜色渐浓，城市的灯光如同银河在远处流淌。预定的

游客陆续抵达，欢快的音乐响起，啤酒饮料上桌，氛围很快被

调动起来。这个曾经一入夜便沉寂荒凉的山村，如今被乡村

夜经济点亮，成为城市与乡村的连接。

露营基地的火爆程度，超出了经营者的预料。“临时上山

的散客，我们根本没法接待，周末不提前预订，更是一桌难

求。”青择告诉记者，山顶露营做的大多是回头生意，在炎热

的夏夜到山顶吹吹大自然的凉风，成为许多上班族的夜间选

择。

还有不少企业和单位将团建活动设置于此，让露营基地

迎来更多商业机会。

民宿里的“夜生活”
山顶露营、落日打卡……独特的经营形态聚集人气，催

生出乡村“夜经济”。记者在走访发现，这些夜游形态基本可

归于“玩”“美”“食”“宿”四种形式，它们多依赖于乡村的原有

优势，如良好的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和民俗文化等。

泉水村便是如此。

九山半水半分田，塑造了泉水村秀美的自然风光。

加上脱贫助力，村里的破烂路得以拓宽成平整的沥青

路，还装上了 160盏路灯。村里 17.5公里的电线完成改造，更

换 3台变压器，家家变得明亮起来。原本乏人问津的山垄、小

溪、竹林、茶园、田野，也有了一种“小桥流水人家”的氛围感。

冲着这份“氛围感”，5年前，“85后”田利军回了村里，请

设计师耗时 3 年进行打造，在保留荒废老屋白墙的基础上，

将农宅改造成精致的民宿“有舍”，安放于绿水青山之中。房

间都开了全景落地窗，往外看就像一幅随四季变化的山景油

画。

始于颜值，终于情怀。

开业至今，每到节假日，这栋民宿都住满了游客，或听蛙

声鸟鸣，或溪涧嬉戏。唯一不同的是，乡村的“夜生活”也在逐

渐变得丰富。

乡村旅游早已是大势所趋，但随着乡村旅游的不断发

展，让“白天看景，晚上走人”的模式已很难满足游客需求，田

利军也感受到了相似的痛点。为此，在田利军的“有舍”民宿

里，露天电影、烧烤甚至篝火晚会成为乡村“夜消费”的新形

式。

事实上，点亮乡村之夜，将城市里特有的夜间休闲引入

乡村，天元区的悠移庄园早就进行了夜经济与乡村休闲旅游

产业融合发展的探索。

几年前，庄园里开设了株洲首家汽车电影院，市民可以

把汽车开进电影院，坐在车里看最新大片，既能领略乡间

美好，又能体验丰富“夜生活”。

“最近因为疫情影响，电影院暂时歇业了，但庄

园里的夜生活越来越丰富。”悠移庄园负责人

说。

记者看到，悠移庄园的一处大草坪变

成“营火部落”，盛夏的夜晚，游客们在

那里露营、喝酒、撸串、看星星，一

个都不耽误，很是热闹。

“我们还准备打造一个

露天酒吧，这样游客晚

上也可以撸串、蹦迪、

喝酒，乡村夜生活

也 可 以 很 摇

滚 。”该 负

责 人 表

示。

夜经济，在中国的大街小巷红火着，热闹着。

曾有机构调查，中国夜间消费约占总体零售额的六成，并持续以约 17%

的规模增长——夜间淘宝网购占全天消费比例超 36%，盒马鲜生、口碑、饿

了么等带动夜间餐饮消费增长。美团外卖夜间消费在全天消费中的占比高达

35.7%。

夜经济全面崛起，20岁至 29岁是夜消费的核心人群。很多城市甚至提出了

“24小时全经济”的概念。

如今，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夜经济不再局限于城市，从城市走向农村。它

们凭借延长游客的逗留时间，拉动乡村旅游的发展。

“夜生活已经不是城市的独特风景。”在众多业内人士看来，美丽乡村建设后，

各地充分发挥现有乡土资源，是乡村夜经济萌发的最初动因。这也是充分利用乡村

资源拓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通道的一种途径。

不过，带动乡村夜经济，能发挥的空间还有很多。

“不少乡村露营基地周边的硬件配套设施还不够完善，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乡村

夜经济的发展。”一位露营基地经营者向记者坦言，营地周围的路面没有硬化，夜里没有

路灯，电进不来，基地的空调无法开启，影响了游客的体验感。

同样需要提升的还有村民的经营意识。

“在长沙县、浏阳等地，我们也经营了类似的露营基地。当地村民的支持力度，比株洲

要大得多。株洲本地一些村庄虽然不反对搞夜经济，但他们确实在经营理念上还是落后了

些许。”上述经营者说道。

他举了个例子。比如在长沙县、浏阳等地的营地周边，当地村民做起了餐饮、住宿生意，

游客们从基地游玩出来，吃点当地的乡里饭菜，一些住不惯帐篷的市民可以找一处旅馆住一

宿。还有些村民在不远处开起了沙滩车，山上建起游步道，让营地的旅游元素丰富起来。

点亮乡村之夜，将城市里特有的夜间休闲引入乡村，如何让寂静的乡村更加轻松地接纳？

未来的乡村夜经济又该如何发力？

“要尽量做成规模。”在田利军看来，如果只有一两家民宿这样做，还是太过于势单力薄，如果

一个村或者几个村，几家农家乐都能够共同打造一个“夜市”，这样夜经济的氛围感就出来了，夜市

里面可以赏玩农家编织物、农家夜宵小吃等等。

还要发挥乡村的文化潜力。“有些村有演绎皮影戏、花鼓戏的传统，这些传统文化可以重新搬上

舞台，打造一台乡村文化剧场，甚至组织一场乡村音乐会都无不可。”田利军说。

本地政府要加强政策支持和宣传推广力度。“有些地方的政府和企业，将单位的团建设在乡村夜

经济的发展之地，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吸引更多城里人去乡村夜游打卡。”贺泽剑表示，还有些地方

还会依托当地的政府微信公众号、抖音号等为本地旅游背书宣传，这都值得本地政府学习和借鉴。

“作为乡村旅游发展的新领域，乡村夜经济还是一片少有人涉足的蓝海。”有业内人士分析，现阶

段的乡村夜游还要进一步培育生长。在新消费理念的指引下，未来或许会升起更多“星光村”。

从 夜

空中俯瞰大

地，光点的聚

集 和 延 伸 往 往

能勾勒出城市与

乡 村 的 分 界 。近 两

年，这样的界限已不

再 明 晰 ，乡 村 夜 晚 漆

黑 、寂 静 的 传 统 形 象 正

在被打破，良好的生态环

境 和 民 俗 文 化 等 独 特 的 乡

村资源，正聚集人气，催生出

乡村“夜经济”的萌芽。

这 些“ 萌 芽 ”“ 探 索 ”或 早 或

晚，但都能说明一些问题，也点明了

一种趋势。

先说问题，从目前来看，单一的夜

经济项目还难以独立吸引游客，发展夜

经济最重要的仍是依附原有的乡村旅游资

源。一些基础条件必不可少，如位于城郊的

交通优势，绿水青山的生态和旅游基础，以及

周边具有消费力的人群……在笔者看来，这些

都是乡村“夜经济”所需要补齐的“短板”。

再说趋势。乡村游是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尤其疫情影响之下，短途游、小休闲的乡村游成为“香

饽饽”，眼下，白天游已经不新鲜了，但夜游乡村才起步，

这片“蓝海”值得关注。

但万变不离其宗，无论以后乡村如何探索夜经济，有一

点需要谨记——相较于城市，乡村“夜经济”的核心在于“乡

土化”，这也是众多乡村与城市抢夺流量的“核心竞争力”，因此

各种探索要围绕乡土特色做文章。

经
观
杂
谈

乡村夜经济的核心竞争力在于﹃乡土化﹄
易
蓉

乡村“夜经济”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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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移庄园里的“营火部落”点亮乡村。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