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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海盐县大力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围绕大花园建设主线，以美丽乡

村示范创建、农村人居环境提升等工作为载体，加快推进农村环境面貌改善和

农民生活品质提升，努力打造“产村人”融合、“居业游”共进的美丽乡村。特别

是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海盐县将美丽经济培育行动列入县

委县政府“十大行动”，提出了构建“绿野仙踪”农旅融合示范区，探索美丽资源

加快转化成美丽经济已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新优势、新动能。

海盐美丽资源加快转化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是单打独斗多，协同发展少。海

盐美丽乡村建设整体格局以点状、单体

为主，区域联动分工、全域发展的态势

尚未形成。

二是产业链过短，流量变现能

力弱。缺乏深度体验项目，“吃、玩、

游、购、住”全产业配套不足，旅游项

目以一日游、半日游为主，无法达到

游客长时间停留、多环境消费的要

求。

三是同质化现象多，高产出项目

少。游客来了一处就不想去第二处，缺

乏健康养生、高端疗养等高技术含量、

高附加值项目。

四是专业人才短缺，综合素质不

高。乡村经营主体偏向中老年化，缺少

管理型、业务型人才，创新人才、复合人

才更是凤毛麟角。

海盐美丽资源加快转化的前期基础

海盐县作为全国美丽乡村建设标

准化试点，积极推动全县休闲旅游、民

宿经济等新型经济业态发展，美丽经济

已成为乡村产业发展新的增长极。目

前，全县已累计建成休闲农业观光采摘

基地30余个、民宿13家270余个床位，

引进新兴业态主体 20 余家，2020 年乡

村休闲旅游总人数达到537万人次，较

上年增长 44.1%，实现营业收入近 2.7

亿元。主要做法为：

（一）坚持规划引领，明确美丽经济

发展方向

聘请中国美院风景设计研究总院，

按照县域自然资源、区域特色、历史文

脉、产业结构等内容，编制完成第二轮

《海盐县域美丽乡村专项规划》。围绕

产业布局、村庄建设、文化挖掘、旅游服

务等方面，精心编制《海盐县美丽乡村

精品线规划》。完成通元镇丰义-雪水

港郊野公园规划、秦山街道乡村振兴示

范镇（暨全域美丽乡村）专项规划等 8

个详规或实施方案编制，增强了美丽经

济培育可操作性。截至目前，全县共创

建 A 级景区村庄 58 个，其中 AAA 级 8

个。

（二）坚持示范带动，夯实美丽经济

发展基础

采取“抓点示范、连点成线、以线扩

面”的方式，推进美丽乡村与景区村庄

建设。目前，已建成美丽乡村自然村点

63个，成功创建省级美丽乡村示范镇5

个、特色精品村17个，建成“湖光山色·

五味线”“丰山溢水·乡愁线”“田野牧

歌·农耕线”三条精品线。海盐县先后

获评“浙江省美丽乡村创建先进县”“全

国美丽乡村建设标准化试点县”，“南北

湖·五味村”入选首批长三角“岁月余

味”体验之旅示范点，金星村、丰义村被

评为“嘉兴十大美丽村落”，为美丽乡村

转换为美丽经济奠定了良好基础。

（三）坚持特色发展，增添美丽经济

发展动力

根据自然资源、人文禀赋和产业特

色，深入挖掘打造别具乡村韵味的景区

村庄，提升乡村休闲旅游的吸引力。如

丰义村（丰义寻趣）围绕“乡趣”“雅趣”

“童趣”“食趣”主题，开发旅游项目，全

力培育乡村体验、研学、休闲、康养等产

业，打响“丰义寻趣”乡村旅游品牌，实

现农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紫金山村（紫

金坐望）依托影视基地、精品民宿、休闲

水岸、百亩桃园等资源，打造闲看远山

桃林、坐观紫气东来的田园慢居生活。

目前，全县已累计挖掘形成 20 余个美

丽乡村精品村的村庄特色。

（一）突出政府统筹，坚持规划引领

完善运行平台，强化统一管理。建

立县、镇旅游公司，统筹推进全县乡村

旅游发展策划、营销宣传、建设标准、品

牌形象、服务标准、市场秩序等工作，提

升总体竞争实力。一是强化旅游营销，

委托专业旅游策划公司参与，充分运用

公众号、抖音等新兴媒体做优做好新型

营销。二是注重城乡协作，策划美丽乡

村游与美丽城镇游、红色景点游、核电

科技游等有机结合的旅游产品，形成

“景区带动、景镇联动、农旅互动”的乡

村旅游发展局面。三是延伸旅游链条，

深入实施“旅游+”战略，积极引入康体

养生游、体育文旅游、休闲体验游、文化

创意游等新型旅游产品。

完善风貌管控，提升景点品质。一

是强化风貌管控，落实新建、改建房屋

带图审批制度，加强农房通用图集的使

用推广，营造乡村地域风貌特色，全面

提升村庄建设和农房建设水平。二是

注重景观营造，抓好村庄环境美化洁

化，突出花草树种色彩搭配，进一步提

升绿化的品位档次和景观效果，做到一

村一景，移步换景，提升村庄整体品

质。三是彰显特色文化，充分挖掘地方

文化底蕴，在村庄建设中设计打造文化

节点，形成“五步一景观，十步一文化”

的村庄特色。例如北团村的晒盐制盐

体验、青莲寺村的民俗文化演绎、永福

社区的知青文化展览等，增加美丽乡村

可看性可玩性。

完善公共设施，丰富农旅内容。强

化美丽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统一规划交

通、餐饮、住宿、停车、消费等配套设施

建设。以旅游区域为核心，完善公交网

络，配套共享自行车、电动车等新兴出

行工具。积极引入社会资本、工商资本

参与餐饮、住宿、休闲娱乐等业态开发，

做到景区虽小，五脏俱全，提升游客游

玩体验。同时，根据各地民俗文化，开

展“六节四旅”十大特色农旅活动，如稻

田龙虾节、黄酒开酿节、澉浦羊肉节等，

丰富精品线的休闲娱乐内容。

（二）加大企业扶持，增强社会参与

注重招大引强。通过引进资金实

力雄厚、运营经验丰富的旅游行业龙头

企业，打造核心IP，开发高知名度、高产

出项目，提升美丽经济转化率。

完善配套政策。进一步完善招商

引资项目在土地保障、人才引进、资金

奖补等方面的配套政策，以更优厚的奖

补政策、更贴心的管家服务、更公平的

市场环境吸引项目落户。同时，完善美

丽经济小微项目孵化培育政策，在融

资、税收、租金等方面给予优惠与倾斜。

鼓励社会参与。加快现有项目提

档升级，引导各类农业企业经营者积极

转变经营理念，提档升级基础设施，通

过打造推出精品水果采摘、生态农村观

光等农旅项目，提升农业项目产出。拓

宽开发思路，鼓励本地工业企业参与美

丽乡村建设。

（三）扶持村级经济，激发群众活力

优化合作模式，保障集体经济。要

处理好与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合作模式、

收益分配问题，鼓励村集体以土地、房

屋或者资金等形式入股参与美丽乡村

建设和乡村旅游开发；探索实行“保底

收益+按股分红”等多种利益联结方

式，确保村集体投资收益，不能“富了老

板，亏了老乡”。

鼓励群众参与,实现增收致富。引

导村民积极参与美丽乡村休闲旅游的

开发、经营和管理，鼓励有营销能力或

手工技艺的村民投资开发休闲旅游业

态，增加经营性收入；挖掘村庄闲置房

屋、土地等资源，进行流转、出租，增加

财产性收入；农家乐、民宿等业态以及

村庄保洁、绿化养护等岗位优先招聘本

村居民，增加工资性收入。景区村庄开

辟特定区域设置自产自销小集市，方便

村民销售传统美食、手工艺品及其他剩

余农产品。

落实“两进两回”，推动农村“双

创”。通过“科技进乡村、资金进乡村，

青年回农村、乡贤回农村”的“两进两

回”政策，推动资源要素流向农村，激发

乡村发展活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扎

实推进农村创业创新，积极落实支持农

村“双创”政策大礼包，重点对有“双创”

意向的本地农民和返乡村民开展帮

扶。 作者单位：海盐县农业农村局

海盐美丽资源加快转化可采取的对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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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金亮在《经济日

报》撰文说，近年来，部分

鲜活农产品区域性、季节

性“卖难买贵”成为困扰

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的

一大难题。日前，商务部

等 3 部门发布《关于进一

步推动农商互联助力乡

村振兴的通知》，以 12 项

举措推进农商互联，促进

农民收入提升。

农商互联是指农产

品流通企业与新型农业

主体全面精准对接，以订

单农业、产销一体、股权

合作等模式，实现上联生

产 、下 联 消 费 。 其 中 ，

“农”包括家庭农场、农民

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等

经营主体；“商”包括农产

品批发市场、大型连锁超

市及批发零售企业、电商

企业等农产品流通企业。

推动农商互联的前提，是正确认

识“卖难买贵”现象。“卖难”不是说城

市没有充足的消费能力，“买贵”也不

是说乡村没有充足的供给能力，而是

供需不平衡、衔接不顺畅、结构不优

化。鲜活农产品易腐烂，受市场、信息

因素影响大，尤其是流通成本高。

要从根本上破解相关难题，需要

建立和完善新型农商关系，从硬件上

发力联设施、软件上发力联信息。

农商互联先要联信息。由于产需

信息不畅，农户缺乏及时的信息服务

和市场预警，导致对价格反应过度和

滞后，常常种植、养殖“一窝蜂”。应在

农商互联的基础上，推动信息进村入

户，把大数据融入农业，引导农户做好

品种文章，走出“大路货”窘境，生产多

样化优质农产品。

农商互联还要联设施。我国农村

基础设施薄弱，田头市场大多粗放，产

地市场不少滞后，缺少预冷库、保鲜

库，加之分级分选没有统一标准，缺乏

产地初加工设备，容易导致主产区农

产品旺季集中上市，又无法就地加工

或错峰销售，价格自然上不去。要支

持产地加强产后商品化处理和发展冷

链物流。扶持流通企业建设保鲜、贮

藏、分级、包装等产地初加工设施，减

少产后损失，延长供应时间。引导食

品加工企业与农户建立紧密合作关

系，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延长货架

期，提高附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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