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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原有企业和公益性公共文化投资与经营性文旅投资，

构建村民与游客共生共存的开放式景区，打造乡村旅游

优质项目。通过文旅景区运营，为村民提供大量“家门

口”的工作岗位。第三，通过产业赋能，激活乡村传统

文化资源。在传播乡村文化遗产、激活文旅开发的过程

中，通过文旅融合、创意设计和数字文化等激活，为珠

海市乡村振兴提供多元赋能模式。

（五）服务提质融合增效，构建“文旅湾区”新高地

珠海作为粤港澳大湾区西岸核心城市，在推进城乡

文旅融合过程中，应持续推进公务服务优化升级，推动

公共服务朝全域化、多元化、品质化、智慧化和融合化

方向发展，不断满足游客个性化、多样化的旅游需求。

粤港澳大湾区“9+2”城市群是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

活力最强的地区之一，面积达5.6万平方公里，总人口为

8700万人左右。

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底蕴深厚，旅游资源丰富，文旅

产业起步较早，且经济实力雄厚，交通设施便利，使得

粤港澳大湾区社会经济发展在全国首屈一指。在此背景

下，粤港澳大湾区文旅产业也实现了高速稳健发展。珠

海市为珠江口西岸核心城市，背靠粤港澳大湾区8700多

万人的大市场。“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是文旅融合发

展的基本原则，找准融合的切入点，达到两者从形式到

内容的深度融合，创造文旅公共服务新场景。

为 不 断 满 足 游 客 对 优 质 旅 游 公 共 服 务 的 需 求 ， 珠

海应不断加大公共服务投入建设力度，完善“吃、住、

行、游、购、娱”文旅全产业链建设，逐步形成全要素

的旅游公共服务体系。由此以来，即使没有名山大川，

没有名胜古迹，单是整齐的村屋、清澈的河涌、绿色的

菜地、金色的鱼塘，也都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此外，珠海作为国家森林城市，市内拥有众多森林

公园、湿地公园。因此，未来要聚焦公园体系建设。如

升级优化公园栈道、步道，把公园栈道打造成集绿色、

生态、休闲、登山、健身、科普于一体的休闲养身的好

去处；充分利用公园生态资源，在公园开设户外科普讲

堂，以自然空间为户外教学场地，以大自然为教材，开

发立足本土的特色自然体验课程产品，用于开展自然科

学知识科普讲解，同时也为游客提供休憩场所等。

多 措 并 举 带 动 本 地 旅 游 、 户 外 运 动 、 休 闲 娱 乐 文

化、餐饮住宿等休闲产业体系的全面发展。以旅游景区

评级标准建设停车场、无障碍通道、儿童友好型设施、

休闲步道、休憩小亭等基础设施，建立健全高效专业的

公共服务体系，服务当地居民的同时也将给游客带来良

好的游玩体验。

结　语

城 乡 文 旅 融 合 下 的 珠 海 乡 村 振 兴 需 要 创 新 思 路 和

模式，凸显珠海地域特色，以城乡文旅融合赋能本地区

乡村振兴。通过重塑乡村风貌，美丽乡村激活“美丽经

济”，重塑乡村文化，加深文旅融合厚度，打造特色品

牌，提升文旅品牌知名度，坚持“产业第一”，增添文

旅融合新动能，服务提质融合增效，构建“文旅湾区”

新 高 地 等 五 方 面 切 入 ， 以 城 带 乡 ， 以 文 促 旅 ， 以 旅 兴

农，促进城乡共同繁荣。未来，珠海乡村振兴工作应继

续坚持城乡文旅融合，绘出乡村振兴新画卷，坚持生态

化、微改造方式，让乡村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

乡愁，把保护乡村特色和引入现代元素结合起来，让一

个个文旅综合体成为现代化、国际化都市的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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