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代教育前沿                                                                                

 131 

瓯江山水诗路文化与花园乡村融合发展研究——以

莲都区大港头镇为例 
刘建军 1 

（丽水职业技术学院  丽水  323000） 

摘要：本研究以浙江省瓯江山水诗路文化带建设为背景，聚焦莲都区大港头镇的文农旅融合发展实践，探讨文化引领下花园乡
村建设的提升路径与发展对策。通过“文化基因解码—空间场景重构—品牌价值输出”的逻辑主线，结合“非遗活化+科技赋能+
产业联动”模式，提出文化提升、经济转型与生活优化的系统性策略。研究发现：大港头镇需以瓯江山水诗路文化为核心，构建沉
浸式文旅演艺、影视 IP 产业链等新型产业体系，并通过节气民俗复兴、社区美育计划等人居环境优化手段，实现生态保护、文化
传承与经济发展的协同共进。研究为浙江省诗路文化带建设提供了可复制的“花园乡村”模式，同时为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文旅深度
融合提供了理论与实践参考。 

关键词：瓯江山水诗路文化；花园乡村；诗画大港头 
 
在国家乡村振兴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指引下，浙江省以

“两山理论”为基石，提出“四条诗路文化带”规划，其中瓯
江山水诗路承载着串联自然景观与人文遗产、推动文旅融合的
重要使命。大港头镇作为瓯江诗路的核心节点，凭借“古堰画
乡”的独特资源禀赋，成为探索文农旅融合的典型样本。然而，
当前乡村发展仍面临文化展示碎片化、产业链条短、生态保护
压力大等现实瓶颈，亟需通过系统性研究破解难题。本文以文
化地理学与可持续发展理论为基础，结合实地调研与案例分
析，从文化、经济、生活三个维度提出大港头镇花园乡村建设
的提升路径，旨在为浙江省诗路文化带建设提供实践范式，并
为中国乡村振兴的“诗意现代化”提供创新思路。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1、国家与地方战略的双重驱动。在国家层面，乡村振兴与

生态文明建设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核心任务。党的二十大
报告明确提出“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要求以文化赋
能乡村振兴，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协同共进。浙江省作
为“两山理论”的发源地，率先提出“四条诗路文化带”建设
规划，其中瓯江山水诗路以“中国山水诗发祥地”为定位，承
载着串联浙南自然景观与人文遗产、推动文旅融合的重要使命。
在此背景下，大港头镇作为瓯江诗路的核心节点，其花园乡村
建设既是落实“八八战略”的具体实践，也是探索“文农旅”
融合新模式的典型样本。 

2、瓯江山水诗路的文化与经济价值。瓯江山水诗路以谢灵
运、永嘉四灵等诗人足迹为脉络，形成了一条兼具自然景观与
人文底蕴的“诗意走廊”。其文化价值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作为
中国山水诗的历史载体，承载了从南北朝至明清的诗歌遗产；
二是通过非遗技艺（如龙泉青瓷、木拱桥营造）、古村落建筑（如
丽水古街、石门洞）等活态文化资源，构建了独特的文化标识
体系。经济价值则表现为通过文旅融合激活乡村产业，如温州
市通过“文化基因解码”工程，将传统手工艺转化为文创产品，
带动民宿集群与研学旅游发展，2021 年实现旅游产值破千亿。
大港头镇作为瓯江诗路的“画乡”代表，亟需通过文化软实力
提升，实现从“景点旅游”向“全域旅游”的转型。 

3、乡村发展的现实需求与瓶颈。当前，浙江省乡村发展面
临两大矛盾：一是传统村落保护与现代化建设的冲突，二是单
一产业模式与多元经济需求的失衡。例如，永嘉县部分古村落
因缺乏文化转化路径，导致“有资源无产业、有景观无体验”；
而丽水市通过“微改造、精提升”行动，将山根村等旧村改造
为艺术聚落，成功吸引社会资本注入，证明了文化赋能的可行
性。大港头镇虽拥有“古堰画乡”品牌，但仍存在文化展示碎
片化、产业链条短、生态保护压力大等问题，亟需探索一条以
文化引领、三产融合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二、研究区域概况（大港头镇区位、资源、现状） 
1、区位特征：瓯江诗路核心节点与文旅枢纽。大港头镇位

于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西南部，地处瓯江中游，是瓯江山水诗
路文化带的重要节点。作为“古堰画乡”风貌区的核心组成部
分，大港头镇依托瓯江水系与古堰通济堰（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形成了“一江两岸”的独特空间格局，成为浙江省“四条诗路”
文化带中瓯江诗路的核心展示区。大港头镇是丽水市“一脉三
城”规划中“文旅新城”的重要载体，与碧湖新城（工业新城）
隔江相望，形成“新城古镇”联动发展的空间格局。其作为瓯
江航运中转站的历史地位，使其成为区域交通与文旅资源的集
聚点。 

2、资源禀赋：多维度的文化生态资产。大港头镇拥有 8
公里瓯江滨水岸线，沿岸分布古樟树群（如 1300 年树龄的“华
东第一美樟”）、湿地景观及田园风光，构成“山水林田湖”一
体的生态基底。镇内 2000 亩茶山资源通过“茶旅融合”项目开
发，形成集种植、加工、体验于一体的产业链；同时，依托蔬
果种植基地（如“画乡小井山蔬”品牌）与蛋鸡养殖未来牧场，
构建绿色循环农业体系。作为丽水鼓词、处州乱弹等非遗文化
的传承地，大港头镇拥有 128 家艺术工作室和画廊，年油画产
值达 1.2 亿元，是中国巴比松画派的重要写生基地。800 米长的
江滨古街保留晚清民国风貌，沿街木构建筑与码头遗址展现水
运商贸历史，结合“微改造、精提升”工程，成为文旅融合的
实体载体。通过“画框里的大港头”公共艺术街区、青年创客
公社等平台，集聚艺术创作、数字游民、文创设计等新业态，
形成“艺术+旅游+社区”的产业生态。纳入浙江省瓯江山水诗
路文化带重点项目库，涵盖文化艺术街区、生态旅游度假村、
数字文旅平台等 30 个实施类项目，累计投资超 3.6 亿元。 

3、发展现状：文农旅融合的实践成效与挑战。2024 年数
据显示，大港头镇年利润预计达 480 万元，70%的村经营性收
入超 50 万元，镇强村公司利润连续两年居全市前列，获评丽水
市乡村振兴激励乡镇。从传统木制品产业主导转向“艺术+旅游
+农业”三产融合模式，非农从业人员比例达 43.1%，区域开发
强度排名莲都区第二。年接待游客量约 190 万人次，吸引中央
美院等 300 余家院校设立实践基地，形成“写生经济”与“艺
术社区”双轮驱动。 

通过“诗路 E 站”数字化平台与“一机游丽水”智慧服务，
推动文旅服务智慧化，游客满意度显著提升。随着旅游开发，
瓯江水质保护与古建筑维护面临压力，需平衡开发强度与生态
承载力。 非遗展示碎片化，尚未形成系统性文化 IP；传统村
落保护与现代化需求存在冲突，需进一步探索“活态传承”路
径。 

三、诗画大港头的文化提升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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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化基因解码工程。 
瓯江山水诗路以谢灵运、永嘉四灵等诗人诗作为核心，构

建“诗路文化基因库”，系统梳理大港头镇的历史文脉、非遗技
艺、民俗节庆等文化要素。例如，结合《瓯江山水诗路建设三
年行动计划》中提出的“六大文化主题”（诗韵山水、永嘉之学、
瓯越秘境等），大港头镇可重点挖掘“匠心百工”主题，整合龙
泉青瓷、木拱桥营造技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成文化基因图
谱。同时，通过数字化手段（如 GIS 地理信息系统）将诗词与
地理空间关联，打造“诗路文化数字地图”，实现文化资源的可
视化与互动化展示。 

2、文化空间重构策略 
以“诗画共生”理念重构城乡空间：依托瓯江水域打造“诗

路水廊”，设置诗词石刻、光影装置，再现“春色满园关不住”
的意境。策划夜游瓯江项目，结合灯光秀与诗词吟诵，增强沉
浸式体验。在古街巷中嵌入公共艺术装置（如壁画、雕塑），融
合丽水巴比松画派的山水画元素，形成“一步一景、移步换诗”
的视觉叙事。将废弃木制品厂改造为“木艺文化综合体”，设置
木作工坊、艺术展览与生态餐厅，形成新旧交融的文化地标。 

3、文化品牌与 IP 打造 
依托大港头镇“古堰画乡”的品牌基础，强化艺术与文旅

的深度融合：引入国内外知名艺术家驻留创作，举办“巴比松
国际艺术节”，形成“创作—展览—交易”全产业链。2024 年
数据显示，古堰画乡已吸引 300 家艺术院校设立基地，年油画
产值达 1.2 亿元，可进一步拓展至数字艺术、装置艺术等领域。
以油画作品为原型设计文创产品（如丝巾、茶具），并推出限量
版 NFT 艺术品，通过区块链技术确权与交易。举办“二十四节
气雅集”，结合农耕仪式与诗词吟诵。例如，清明时节组织“诗
路踏青”，游客可体验采茶、制青团，并参与诗词飞花令游戏。
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举办“瓯江诗路文化周”，输出青
瓷、摄影等文化符号，提升国际影响力。 

四、诗画大港头的经济提升模式 
大港头镇文化产业体系的构建需以瓯江山水诗路文化为核

心，通过“非遗活化+科技赋能+产业联动”模式，形成具有地
域特色、可持续造血能力的文化经济生态。以下从传统工艺创
新、沉浸式演艺开发、影视 IP 延伸三方面展开： 

1、传统工艺创新转化 
联合中国美院、景德镇陶瓷大学等机构，成立“瓯江传统

工艺创新中心”，推动非遗技艺与现代审美融合。将传统木拱桥
营造技艺应用于户外家具、艺术装置，打造高端定制家具品牌。
引入 3D 建模、数字雕刻技术，实现传统工艺的标准化与批量
化生产。在淘宝、抖音开设“瓯江匠心”旗舰店，采用“直播+
短视频”营销。在古堰画乡景区设置“工匠工坊”，游客可参与
青瓷拉坯、木作雕刻等体验课程。与高校合作开设“非遗传承
研修班”，吸引艺术院校师生驻留研学。建立瓯江工艺版权交易
平台，通过区块链技术实现作品确权与数字资产流通，推动“技
艺—版权—资本”的闭环转化。 

2、沉浸式文旅演艺产品开发 
以谢灵运山水诗为线索，结合瓯江航运史与古堰文化，打

造“水陆空”多维沉浸式演出。 
利用瓯江水域搭建浮动舞台，结合全息投影再现“帆影点

点、渔火摇曳”的历史画面；观众可穿戴宋代服饰参与剧情，
通过 AR 眼镜触发诗词幻境。开发“夜画瓯江”光影秀，以江
滨古街为载体，通过灯光装置、全息诗词投影营造“人在诗中
游”的意境。成立“瓯江演艺创投基金”，吸引剧本创作、舞美
设计团队入驻。开发演艺 IP 衍生品，如《诗路瓯江》角色盲盒、
古风音乐专辑，联合网易云音乐推出“诗路声音地图”。与携程、
马蜂窝合作推出“演艺+住宿”套餐，游客购票可享古堰画乡民
宿折扣，形成消费闭环。 

3、影视动漫 IP 产业化拓展 
复建瓯江古码头、通济堰水利系统等场景，申请省级影视

拍摄基地资质，吸引古装剧、纪录片剧组入驻。联合玄机科技
（《秦时明月》制作方）开发动画《诗路大港头》，以谢灵运为
原型创作“山水诗仙”动漫形象，通过 B 站、腾讯视频发行，
同步开发手游与周边商品。  设计《琅琊榜》《清平乐》等热播
剧同款取景地旅游线路，设置 AR 虚拟角色合影点，参考《梦
华录》带火无锡水浒城案例。将瓯江诗路历史事件改编为实景
剧本杀《瓯江迷案》，在古街、码头设置解密任务。以影视动漫
IP 为核心，推出“诗路盲盒”（内含迷你青瓷、诗词书签等）、
古风汉服联名款。在上海、杭州等城市开设“诗画大港头”品
牌体验店，采用“文创零售+轻餐饮+VR 体验”复合业态。 

四、诗画大港头的生活提升工程 
1、诗意生活场景营造 
以传统农耕文化与节气民俗为纽带，构建“诗意生活时间

轴”，将自然节律融入现代生活。结合大港头镇 2000 亩茶山资
源，组织采茶、制茶体验，并融入诗词创作与吟诵，游客可参
与“茶诗对弈”活动，以茶入诗、以诗会友。依托瓯江水域，
恢复传统龙舟竞渡，结合“永嘉学派”文化论坛，打造“龙舟+
国学”复合型节庆。在江滨古街举办“百家长桌宴”，以本地食
材（如处州白莲、云和雪梨）制作传统美食，结合“谢灵运诗
词灯谜”互动，增强社区凝聚力。 

2、人居环境优化策略 
以“最小干预”原则实现人居环境品质跃升。采用隐蔽式

工程改造江滨古街的排水、照明系统，如嵌入地灯的诗词地刻、
仿古造型的 5G 智慧灯杆，既保留风貌又提升功能性。选取 30
户沿街民居实施“一院一景”改造，鼓励种植观赏性经济作物
（如蓝莓、多肉植物），形成“可售卖景观”。  构建“蓝绿交
织”的生态基底，提升生活空间的可持续性。通过种植芦苇、
菖蒲等净水植物，重建 50 公顷滨江湿地，形成水质净化与生物
栖息地双重功能。 

五、结束语 
本研究通过深入分析大港头镇的区位特征、文化资源与

产业现状，构建了以文化基因解码为核心、产业融合为支撑、
生活品质提升为目标的“诗画大港头”发展模式。研究提
出：通过非遗活态传承与数字技术赋能重构文化空间，以沉
浸式文旅演艺和影视 IP 开发激活经济动能，并以节气民俗复
兴、生态基建优化重塑诗意生活场景。这些策略不仅推动了
大港头镇从“景点旅游”向“全域旅游”的转型，也为浙江
省诗路文化带建设提供了可推广的实践经验。未来研究需进
一步关注文化资源整合的精细化路径、生态承载力的动态评
估机制，以及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模式的优化，以实现乡村可
持续发展的长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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