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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视角下文旅型特色小镇产业发展研究
——以贺街宗祠文脉特色小镇为例

 

□ 李维鑫    龙良初    曹世臻

[摘   要] 在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双轮驱动的背景下，特色小镇成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和平台。作为特色小镇的主要形式，
文旅型特色小镇在当前全域旅游和文化复兴语境下格外受到重视。本文基于乡村振兴的视角，对我国公布的403个特色小镇进行统
计，分析文旅型特色小镇的发展趋势、类型及问题，并以贺州市贺街宗祠文脉特色小镇为实例，阐释其产业发展路径，以此探析文
旅型特色小镇产业发展的策略，为乡村振兴与地域文化繁荣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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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指出农
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要实现
乡村振兴，既应塑形，也应铸魂，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
的重点，文化繁荣是乡村振兴的关键。2016年首个国
家层面支持特色小镇培育工作的文件出台后，我国先后
分别认定了127、276个特色小镇。在新型城镇化的快
速推进下，特色小镇成为承载就近城镇化的有效载体，是
推动农村产业升级转型的动力。其中，文旅型特色小镇在
全域旅游的语境中，更是成为辐射与带动新农村经济发展
与文化繁荣的重要引擎，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1]。

1  文旅型特色小镇的发展趋势及产业困境
1.1  文旅型特色小镇的发展趋势
笔者根据我国公布的《关于开展特色小镇培育工

作的通知》，对我国目前公布的403个特色小镇进行
初步的统计分析（见表1），将特色小镇分为“传统文
化”“休闲旅游”“商贸物流”“现代制造”“教育科
技”“美丽宜居”“特色农业”及“其他”八大类型[2]。
文旅型特色小镇包含“传统文化”及“休闲旅游”两种
类型，共207个，比例占总数的52%，是我国特色小镇
的主要发展形式。

我国初期的文旅型特色小镇发展模式较为单一，主
要以现有的历史遗迹和自然资源为吸引点，通过展示地
域特征的方式来保证持续的人流与消费[3]。2016年，特
色小镇开始在全国层面进行推行后，文旅小镇的建设从
建景区、旅馆等点式单一发展形式转变为各行业积极融
入、全域资源、全境打造的综合模式。随着小镇的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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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我国第一、二批特色小镇分类统计表

地区
传统文化 休闲旅游 商贸物流 现代制造 教育科技 美丽宜居 特色农业 其他

合计
第一
批次

第二
批次

第一
批次

第二
批次

第一
批次

第二
批次

第一
批次

第二
批次

第一
批次

第二
批次

第一
批次

第二
批次

第一
批次

第二
批次

第一
批次

第二
批次

华北 2 8 6 6 3 0 2 8 0 2 1 3 1 3 0 3 48
东北 2 4 4 3 0 1 0 3 0 0 1 3 2 4 1 5 33
华东 9 13 14 20 0 2 6 15 0 0 3 4 4 12 3 12 117
中南 6 16 9 18 0 1 2 7 0 0 2 0 5 12 2 8 88
西南 9 10 5 16 0 1 1 5 0 0 0 1 4 9 2 5 68
西北 5 11 4 7 1 1 0 1 0 0 0 0 4 7 2 6 49
合计 33 62 42 70 4 6 11 39 0 2 7 11 20 47 10 39

403
总计 95 112 10 50 2 18 67 49

表格来源：作者基于《关于开展特色小镇培育工作的通知》的分类，根据特色小镇的主导产业类型自制。

发展，现今的文旅型特色小镇依据主导产业类型又可分
为自然环境主导型、创新产业主导型和文化基因主导型
三类。根据统计分析，文化基因主导型文旅小镇占文旅
型特色小镇总数的46%，是文旅型特色小镇的主要发展
类型。在人们对休闲娱乐需求逐步增长的今天，以地域
文化为出发点带动城镇发展的文旅小镇必会在全域旅游
的背景之下脱颖而出，成为实现城乡融合、带动乡村振
兴与地域文化繁荣的有效途径。

1.2  文旅型特色小镇的产业困境
随着国家对特色小镇培育工作的重视，文旅型特色

小镇的产业发展在高速增长的同时也面临着一些挑战，
出现了以下问题：

第一，产业特色不突出，同质化严重。各地为追
求经济效益，致使越来越多的小镇追求数量而不关注质
量，产业建设强调“多”而不强调“特”，出现了不考
虑地域特征、套用其他小镇的文化热点、同质化发展问
题。如曾经被称为“成都清明上河图”的成都龙潭水乡
古镇，2013年开街时的繁华景象如今已是昙花一现。其
失败的主要原因便是小镇产业定位不准确，导致没有独
特的地域文化，功能过于混乱，业态空白[4]。

第二，产业创意不足，多元化缺失。这一问题主要
体现在文化产业的表现形式过于单一，不利于加强小镇
的吸引力。现今多数文旅型特色小镇的建设对当地的文
化挖掘不够充分，文化产业停留于表面状态，体验形式
仍是老旧的观光阶段，经营资源碎片化明显，功能业态
具有普遍性，难以形成可持续的文化热点。

2  贺街宗祠文脉特色小镇产业发展分析
2.1  贺街特色资源梳理
贺街镇位于贺州市，地处广西、湖南、广东三省交

界区域，具有“千年古镇，百年菜乡”的称号，2016年

以浓郁的历史文化底蕴入选为我国第一批特色小镇。近
年来，其围绕“宗祠文脉”发展主题，形成了“千年故
城”“玉印浮山”“桂花香井”等文化标签，是以文化
基因为主要发展资源的文旅型特色小镇典范。

贺街镇文物古迹繁多、自然风光秀丽，产业形式多
样，拥有丰富的文化、自然及产业资源（见表2）。文化
资源中的物质文化资源集中在临贺故城，城中现有百家
宗祠、文庙、民居等历史要素30多个；非物质文化资源
是在中原文化、百越文化和楚文化的冲击与交融下孕育
出的新的岭南文明。自然资源表现为秀美的山河景观和
阡陌交错的田园风光。贺街东北拥有以寿峰山为屏障，
西南以蛇头岭山脉为依托，贺江与桂岭河缠绕其间，田园
果林相映成趣，一年四季皆可造景成景的美丽环境[5]。产
业资源以农业最为突出，贺街每天运往珠三角的蔬菜量
超过200吨，是粤港澳大湾区的菜篮子和果篮子基地之
一，有“百年菜乡”“李子之乡”的称号。

2.2  贺街产业发展路径探索
2.2.1  依托优势条件，专业化经营

盲目建设很难带来大的发展，贺街镇结合其资源特
色，依托现有的文化与自然优势，选择文化创意、休闲
旅游、生态农业作为小镇的三大支柱产业，走专业化经
营之路。文化创意产业立足于贺街悠久的历史文脉，以
临贺故城为主体，通过文化体验、文化展示、文化工艺
创作等形式扩充贺街地域文化体系，并实行政府引导、
民间投资、多方参与的开发模式，在保护与传承中分片
区逐步发展。休闲旅游产业依托贺街优美的自然风光，
在完善民宿、餐饮、商贸、观光等服务功能的同时着重
视农民的利益，通过休闲农庄、特色民宿等形式引导农
民主动参与，增加就业岗位，保障农民利益，提高农民
的积极性。生态农业以现有的农业资源为基础，采用

表2  贺街镇特色资源一览表

资源类型 概要

文化资源

物质文化
王、陈、刘、廖、罗等20多处姓氏宗祠；蒋家大院、梁爱怡堂等传统民居；文庙、沸水寺、浮
山寺、城隍庙、魁星楼、文笔塔等宗教、文教建筑；汉代城墙、大鸭古城、洲尾古城等遗址；香
花、蝴蝶岭、大平岭、寿峰、高基、蛇头岭6大墓葬群。

非物质文化
浮山歌节、浮山寺庙会、瑶族盘王节等民风民俗；彩调、耍歌堂、瑶族民歌、瑶族长鼓舞、瑶族
猴鼓舞等地方艺术；犀牛头传说、龙洞传说、瑞云山传说等传说掌故；瑶族服饰、瑶族瑶绣、瑶
族医药等少数民族物质文化遗产。

自然资源
山体景观 瑞云山、浮山、凤凰山。
水域风光 贺江、桂岭江。
田园风光 三华李、淮山、马蹄、青梅等特色农产品种植景观。

产业资源
农业 满天下李子园、淮山基地、水果生产基地等农业生产基地。
商业 餐饮业、运输业、竹制品业、果蔬批发等商业服务业。

旅游业 影视拍摄、民俗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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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基地+农户”的经营方法，鼓励农民创办特色农
产品生产基地，推动龙头企业发挥引领示范作用，同时积
极发展行业协会与产业联盟，着力推进农业专业化。

2.2.2  构建联动模式，融合化发展

明确“文化”是文旅小镇彰显特色的核心，依托悠
久的历史文脉，构建特色产业与其他相关产业的联动模
式，可有效促进资源整合、产业融合。贺街镇通过寻找
文化创意、休闲旅游和生态农业三大支柱产业的内在逻
辑关系，初步形成了“游古城、赏李花、品鲜果、观新
村、体农艺、普知识”的融合模式，构建了文化创意、
休闲旅游与生态农业的三产联动路径。

其中，文化创意产业是贺街镇的建设核心。贺街通
过保护与传承古城文脉，具有可识别性与吸引力，才能
保证贺街具有独具一格的发展资本。休闲旅游产业是小
镇建设的关键，其与文化创意产业深度融合，文化创意的
挖掘深化了休闲旅游业的内涵，休闲旅游业的发展带动了
文化的传播，二者之间可形成良性的互动发展关系[6]。生态
农业是小镇建设的基础，其中山水林田是环境基础，特
色农业产业是经济基础，通过融合文化创意产业与休闲
旅游业，延伸农业产业链，使得其向休闲、观光产业扩
展，创新出新的产业形式。贺街镇三产联动发展路径的
构建，融入了绿色生态、开放共享等理念，整合了历史人
文要素，提升了产业内涵，完善了产业功能，形成了“以
文助旅、以旅带农”的文旅农融合发展的产业态势。

2.2.3  整合地域空间，区域化布局

为促进贺街文化创意、休闲旅游和生态农业三大主
导产业的融合，根据地域资源的空间分布与产业发展要
求，贺街镇划分了宗祠文脉核心区、民俗文化体验区、
生态农业度假区三个主导功能区（见表3）。宗祠文脉
核心区以文化展示体验为主要功能，依托临贺故城，以
宗祠、文庙、会馆、民居等古建筑为表征，展示与发扬
贺街的宗祠、古道、古城文化，再现古城的繁荣景象。
民俗文化体验区以浮山文化为主引，以贺江为脉络串联
洲尾古道驿站和洲尾三角洲城址，形成民俗演艺、艺术
创作、影视拍摄等功能为一体的文创景区。生态农业度
假区依托三华李种植示范区及淮山种植产业示范园，结
合片区周边景观环境，发展康体养生、农业观光、农耕
体验等功能为一体的休闲娱乐区。

三个主导功能区对三大产业的承载各有侧重又相互
融合。一方面体现了贺街资源的差异性，既注重历史人
文景观，也考虑生态田园景观，丰富了旅游的类型；另
一方面，又强调了贺街资源的关联性，集中体现了贺街
的历史文脉和产业特色。同时，主导功能区的划分利于
基础设施有规模、有重点的布置，一定程度上节约了经
济成本，总体上有效地促进了贺街的经济发展与地域文
化复兴。

3 “贺街经验”对文旅型特色小镇产业发展的启示
专业化经营、融合化发展、区域化布局的产业建设

表3  贺街主导功能区建设内容一览表

分区
名称

分区建
设内容

建设项目
产业类型

文创产业 旅游业 生态农业

宗祠文脉
核心区

宗祠文脉体验园 百家祠堂、宗祠博物馆、百家农庄、宗祠文化礼堂、文庙博
物馆、家族教育基地、公祭广场、宗祠文脉研究中心等。 ■ ★ △

故城遗迹游览园 古城墙、兵法营地、护城河、魁星楼、民居大院、老街、展
演广场、古道会馆、特色农产品展示园等。 ■ ★ △

故城印象风情园 潇贺民宿、临贺商行、七号当铺、艺术家作坊、文化长廊、
贺江酒吧、故城茶馆、影视乐园、农渔码头等。 ■ ★ △

民俗文化
体验区

浮山民歌文化园 耍歌堂、对歌广场、民俗演艺中心、浮山码头、浮山庙会、
歌舞长廊等。 ■ ★ △

洲尾城址体验园 国学堂、大鸭古城展馆、木雕坊、酿酒屋、智创体验区、水
幕电影、瑶绣体验园、农作展示室等。 ■ ★ △

创意旅游手工园 微电影中心、书画艺术村、手工艺作坊、艺术家工作室、贺
街书屋、故城影剧院、文化传承中心等。 ■ ★ △

生态农业
度假区

山野康养体验园 沸水寺庙、养心广场、瑶医体验屋、温泉小庄、佛文化体验
室、生态美食街等。 △ ★ ■

农作观光采摘园 临贺山庄、李子采摘园、亲子体验园、果园观光区、农耕体
验园等。 △ ★ ■

果蔬科普展示园 农耕文化展示厅、三华李示范种植基地、企业家会馆、淮山
示范基地等。 △ ★ ■

注：■突出； ★重要； △次要

路径，有效促进了贺街宗祠文脉特色小镇的产业发展，
推动了特色小镇建设，形成了“贺街经验”，对文旅型
特色小镇的产业发展具有重要启示。

3.1  活力激发
要想实现小镇的长久发展，就需要保持小镇的建设

活力，保证产业兴旺的基础地位。
第一，要激活劳动力。城乡的天然差距降低了乡村对

人才的吸引力，大力引进人才与乡村的现实发展不相符合
[7]，所以农民成为乡村劳动力的主力军，是带动小镇经
济发展的主体。特色小镇产业建设应时刻保持与农民的
基本利益挂钩，引导农民主动参与，并将农产品附加值
更多地留在农民手中，提高农民的积极性。

第二，要激活产业。文旅型特色小镇只靠原有文化
作为吸引力是不长久的，以特色产业为基础，联动其他
相关产业，创造新的产业形式，挖掘与拓展产业活力才
是有效的方式。要激活产业，一是应依托原有资源，在
保持小镇特色内涵的基础上丰富产业形态，激发原有产
业活力；二是要预测市场需求和未来发展趋势，结合现
代科技，利用互联网等新技术手段，适时调整文旅型特
色小镇的产业发展方向，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将需求与
供给对接，进一步实现小镇的增值增收。

3.2  特色塑造
特色化是小镇发展的前提，文旅型特色小镇应以特

色文化为核心，继承与发扬文化内涵，强化文化基因要
素，以特色文化为吸引点，提升小镇辨识度与知名度。
完善文化产业链是提升小镇特色的主要方式，其应遵循
文化保护、文化利用、文化创新三个要点。

文化保护是保证文化产业链保持地域特色的必要
条件[8]，其产业形式以研究、展览、培训等为主。文化
利用是文化产业链的核心，是激发文化活力、弘扬文化
魅力和形成经济效益的主要方式，以民俗体验、旅游观
光、文化工艺品售卖等产业形式为主。文化创新是文化
产业链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以影视拍摄、图书出版等形
式为主，这一阶段需要把握市场，运用科学技术，在文
化保护与利用的基础上创造更多的文化价值。

3.3  产城融合
特色小镇的产城融合不是产业与城镇之间功能的简

单相加，而是在一个核心产业的基础上，结合现有相关
产业与地域条件孕育出新的文化与功能，从而促进各功
能之间的有机复合[9]。笔者认为，文化产业是文旅型特色
小镇的建设基点，以“文化”为出发点，构建“文化+旅

游+相关产业+城镇”的融合模式，是文旅型特色小镇产
城融合发展的有效途径。

所谓“文化+旅游+相关产业+城镇”，是以文化为
核心，旅游业为关键，其他相关产业为动力，在城镇的
基础上形成的各产业有机复合的模式。其具体内涵是在
充分保护和挖掘地方文化，合理利用地方特色资源发展
旅游的同时，通过融合休闲农业等现存关联度较高的产
业，塑造新业态，完善产业链，形成丰富完整的文化产
业体系，从而突出小镇的特色发展主题。同时，以城镇
作为产业融合发展的基础，落实产业空间布局，促进城
镇自身的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进而吸引人流，发扬地域
特色，实现产城融合与乡村振兴[10]。

4  结语
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快速推动，文旅型特色小镇的

产业发展将会遇到越来越多的新问题。贺街宗祠文脉特
色小镇是典型的以文脉基因为发展资源的文旅型特色小
镇，其通过依托、整合、创新的方法，构建了专业化、
融合化、区域化的产业发展路径，为文旅型特色小镇的
产业发展提供活力激发、特色塑造、产城融合的“贺街
经验”，为乡村振兴提供一种新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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