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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回山镇突出“绿色产

业发展区”布局，以“七彩回山 农

旅新镇”为发展目标，积极践行“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

构建农文旅融合即“农业+文创+

旅游”的发展模式，持续加深农文

旅在广角度、深层次、宽领域的融

合意识和融合理念。依托现有资

源优势，以回山会师纪念馆为核心

打造红色旅游带，以回山村传统古

村落为载体打造文化观光带，以高

山果蔬为特色打造农业产业带。

一、基本情况

回山镇辖区面积98.04平方公

里，下辖 32 个行政村，人口约 1.43

万户3.6万人，耕地2.56万亩，园地

1.37 万亩，林地 6.19 万亩，共有茶

叶种植面积 4.3 万亩，茭白面积

4500 亩，中药材面积 1200 亩。近

年来，已获得国家级生态镇、省农

业特色优势产业强镇、省级卫生

镇、省级森林城镇、小城镇环境综

合整治省级样板、省3A级景区镇、

市级水美乡镇等多项荣誉。

二、发展优势

1. 双高速道口的良好机遇。

回山镇位于浙江省东部，新昌县西

南部，距县城47公里，地处婺、绍、

台三府交界处，省道磐新公路贯穿

全境，拥有杭绍台高速、上三高速

2 个高速道口，是全县唯一一个有

两条高速道口直接连通的乡镇，2

小时车程可覆盖上海、杭州、宁波

等长三角核心城市。交通条件的

改善和区位优势的提升，有效延伸

了市场半径，为全面推进农旅发展

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2. 条件适宜的气候风貌。回

山地处中、北亚热带季风气候过渡

区，四季分明，昼夜温差大，平均气

温 15℃，年均降水量约 1500 毫米，

霜期出现在10月至次年4月，常年

云雾缭绕，自古以来有“烟山”之美

称。回山镇为玄武岩台地地貌，土

壤属玄武岩台地红壤，地势高峻，

平均海拔 412 米，最高峰安顶山海

拔达 834.3 米。镇域内植被良好、

雨量充沛，空气中负氧离子含量极

高，形成了独特的高山台地风光，

是名副其实的避暑胜地、“天然氧

吧”。

3. 丰富深厚的文化底蕴。回

山历史悠久、底蕴深厚，现有国家

级传统村落回山村和省级传统村

落上下宅村 2 个古村落，白王殿、

尚书第等古建筑群保存完好。回

山耕读传家，人才辈出，“一门三武

举”“十里两都堂”传为美谈，有“湖

北第一好官”梁葆仁、近代爱国主

义人士梁鋆立等众多名人志士。

近年来，已提炼整合红色文化、传

统文化、清廉文化等本地特色文

化，着力打造回山会师纪念馆、淳

丰艺术馆、好官故里、杨信民故居

等特色节点。

4. 发展迅速的特色农业。回

山至今仍保持“纯生态、零工业”的

自然环境，高山生态农产品获得市

场广泛认可，素有“名茶之乡”“茭

白之乡”“白术之乡”之称。近年

来，茶叶年产值已突破2.8亿元，国

昊茶叶已率先打造数字化生产线，

“般若谷”“国昊”“雪日红”等茶叶

知名品牌远销各地。在镇域范围

内已建成门溪山居蔬菜基地、得恩

德中药材基地、藏红花种植基地等

农业种植基地 12 个；持续探索“金

融支持强村共富联合体”新机制，

助推回山镇茶产业优化升级，带动

茶农创收增收。

三、存在问题分析

1.“农文旅”融合不深，整体规

划不够。“农文旅”融合发展缺少高

层次规划引领，全镇旅游业态主要

以民宿、观光农业、休闲垂钓等小

而分散存在，与特色产业、绿色生

态、红色文化的衔接不够紧密。同

时，回山四面环山，地形以丘陵、山

地为主，规模化基础弱，分散耕作，

设备机械化操作先天不足，特色产

业发展还存在体量较小、分布散

乱、优势不明、效益欠佳等弱点，农

文旅发展基础脆弱，根基不牢。

2.人才队伍不强，人力资源紧

缺。回山镇常住人口仅 1 万余人，

加之辖区内人口老龄化现象日益

突出，青壮年基本外出打工创收，

剩余在农村的基本都是年老弱小，

劳动力不足，高学历、高技能、高素

质、善经营、懂管理的专业人才缺

失，产业经济发展受限制。

3.资金投入不足，基础设施薄

弱。回山镇“农文旅”资源丰富。

名茶、中草药、果蔬、鱼虾、稻米等

农产品资源丰富，红色文化、杨氏

文化内涵深厚，文溪水库、官塘山、

安顶山风景优美。然而，由于各类

资源和景点分散孤立，连接线等级

不高，旅游舒适性不够；公共服务

设施配套滞后，大多数村的住宿、

餐饮、停车位、卫生设施、驿站、观

景台、旅游标识系统等公共配套设

施不能满足要求；运用现代科技的

能力不足，旅游信息服务功能不

全，综合服务水平和质量不高，农

产品展销、地方文化特色展示等配

套功能尚待提升。

4.资源融合不够，品牌影响较

弱。全镇多数经营单位由个人或

村委会管理，属于自发的、分散的、

粗放的个体小农经营方式，农业、

文旅产业经营者和从业人员以本

地及周边村民为主，经营理念滞

后，缺乏实力强、带动力大的龙头

企业，使得特色种植基地、各种景

区知名度不够、号召力不足；同时，

由于建设项目的独特性、持续性方

面缺少创新，“农文旅”产品特色不

明显，造成经营主体虽多，却良莠

不齐，未形成群体效应，缺乏一定

的市场竞争力。

四、对策和措施

（一）设计整体规划，强化“农

文旅”融合

编制回山镇“农文旅”融合发

展整体规划，使规划具有前瞻性、

周密性、创新性和可操作性，符合

回山的地域特点、资源特点和市场

特点，开辟和引领消费需求。围绕

环境保护、绿色生态、资源利用、文

化传承、经济效益的协调统一，构

建以茶叶、高山果蔬、中药材为代

表的“回味回山”农特产品效益化、

专业化、品牌化发展体系，打造综

合健康休养、田园采摘、党史教育、

文化怀旧、购物体验等功能的旅游

线路，为促进农民增收、统筹城乡

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一是要推进制度创新。构建

融合发展机制，营造“大旅游”共

识，形成“多业联动、多元促动”的

互补互通局面，以资源为依托、以

市场为导向、以科技为支撑、以产

业为途径、以项目为抓手的文旅与

乡村振兴、精致小镇建设融合发展

模式。

二是优化营商环境。强化党

建引领的作用，突出政策引导，完

善机制体制和服务体系，为“农文

旅”深度融合营造良好的政策环

境。

三是做好科学规划。“农文旅”

融合的实施离不开对所拥有资源

的系统、精准评估。包括对各种资

源的承载力、发展潜力、竞争力及

可持续发展能力进行科学分析和

评估，从而实现科学合理规划和有

节奏的开发。

（二）加大资金投入，改善基础

设施

一是落实标准化基础建设。

抢抓精致小镇建设契机，坚持规划

与建设并重，树立系统性思维、全

局性观念，以独特的地域特色和历

史文脉为基础，以“完善设施、齐全

功能”为原则，借力精致小镇、美丽

乡村等项目落实，完善公共服务设

施，推进公共管理用房、文化礼堂、

农村家宴、停车场等项目建设；加

强旅游线路亮化洁化美化，改善通

行条件，提升出行的舒适性；拓展

群众活动休闲空间，计划以西瓜公

园休闲广场为示范点，增设集镇口

袋公园、老年健身区、环镇步行绿

道、儿童游乐区等休憩互动场所；

打造新能源车充电装置，补齐偏远

乡镇发展短板。

二是建立常态化巩固机制。

高标准开展环境整治行动，实行

“一点一策”集中整治，通过最美商

铺评选、定时集中大扫除等方式对

环境卫生、乱搭乱建、违规广告等

环境治理“顽疾”进行整治。以

“美”字为要，用制度固化环境整治

成果，制定《回山镇长效管理工作

实施办法》，配备专职管控队伍，负

责镇容镇貌、环境卫生、违法搭建

等方面综合执法工作，有力推进全

镇管理规范化、常态化进程。积极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重要理念，全面实施生态绿化建

设，保持环境原色。

三是打造特色化乡村美景。

坚持立足农村，加强村庄风貌引

导，突出乡土特色和地域特点，保

留回山乡村风貌。顺应村庄发展

规律，优化村庄布局，强化规划引

领，加快推进自然村生态搬迁。把

本地的乡村特色与周边地区资源

开发相融合，实现资源“串点成

线”，打造乡村示范带。以回山村

红色文化传承为基础，结合党建公

园打造和文保点修缮，不断擦亮

“浙东小西柏坡”金名片，打响回山

红色品牌。

（三）打造特色产业，塑造品牌

亮点

产业带动是加快“农文旅”融

合发展的“主引擎”。通过“基地+

体验+乡旅”的模式，积极打造以

康养体验、研学游为核心的“农文

旅”项目，推进生态与田园、康养、

文化、旅游、教育等产业深度融合。

一 是 打 好 生 态 农 业“ 特 色

牌”。坚持做大做强优势产业，以

市场为导向，以农民增收为核心，

以大佛龙井、冷水茭白、黑西瓜等

农特产品为龙头，突出特色农业、

绿色农业、效益农业，强化包装营

销，创新建设模式与路径，综合体

发展、品牌化经营、数字化赋能，链

接农村与消费者。同时，实施高山

果蔬冷链配送、基地建设等补短板

工程，进一步加强高山果蔬销售力

度。

二 是 打 好 乡 村 旅 游“ 精 品

牌”。锁定“山区”，放眼“山水”，

融合人文，将乡村旅游作为发展

方向。扩大“回味回山”农特产品

区域公共品牌影响力，打造“安顶

云尖”茶文化体验基地，进一步推

广回山茶文化和高山农特产品。

集聚发展“一老一小”相关产业，

满足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托育服务

需求，探索具有回山特色的养老

产业发展新路径，集中规划片区，

打造养老服务中心，吸引新乡人

来乡康养定居。结合闲置农房激

活项目，建设“烟山居”“印象回

山”等特色民宿，积极开发研学游

项目，加快推进“心之洲”心理健

康研学营地项目，进一步激发旅游

经济活力。

三是打好农文旅产业“融合

牌”。结合土地流转工作，以农旅

融合产业为依托，加强土地功能

区规划设计，对于规模化连片种

植区域，进行有针对性的招商引

资，培育休闲农业、民宿经济、农

耕文化体验、健康养老等新业态，

走出一条集高山蔬菜基地、水果

采摘、拓展训练等为一体，效益农

业与乡村旅游相结合的农旅融合

之路。深挖乡土文化，拓宽旅游

路线，围绕“浙东小西柏坡”主题，

持续开发“浙东西柏坡”系列文创

产品、制作“忆苦思甜”套餐，推动

旅游转型升级，走出高质量发展

之路。

（作者系回山镇党委书记）

关于回山镇加速农文旅融合助推乡村振兴的思考
沈 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