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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文旅融合视角下珠海乡村振兴模式创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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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文旅融合可为乡村振兴提供新思路新动能，城乡文旅融合和乡村振兴和谐互

动，共同推动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目标的达成。推进城乡文旅融合

赋能珠海乡村振兴，从美丽乡村激活“美丽经济”、加深文旅融合厚度、提升文旅品牌

知名度、增添文旅融合新动能、构建“文旅湾区”新高地等五个方面切入，以城带乡，

以文促旅，以旅兴农，促进城乡共同繁荣，打造体现珠海地域特色、彰显文旅融合力量

的乡村振兴创新模式，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参考和借鉴。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

城乡要素流动。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

“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城乡文旅

融合，通过发挥文化和旅游产业的作用，推动城乡经济

互补、产业融合，以城带乡、以文促旅、以旅兴农，促

进城乡共同繁荣。城乡文旅融合为乡村振兴提供新动能

还体现在，一是为乡村振兴提供新路径与新思路，二是

推动了乡村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三是乡村振兴反

馈城乡文旅融合成效。受文旅融合发展推动，城乡间的

联系日益紧密，差距日益缩小，城市与乡村耦合互馈，

进一步深化了文旅融合市场，合力促使文旅产业迸发强

大势能。

珠海乡村振兴工作推进情况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

务仍然在农村。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坚持以推动高

质量发展为主题，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

近年来，珠海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城乡区域协

调发展格局不断优化，取得阶段性成效。2018年至今，

珠海连续三年在广东省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获得

“优秀”评级。为更好全面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和高

质量发展，珠海推进“百千万工程”，以问题为导向，

聚焦解决制约珠海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各项难题。珠海乡

村振兴工作在取得成效的同时还应看清短板，目前珠海

的香洲区、斗门区、金湾区发展仍不平衡，城市东西区

域和城乡发展仍有差距，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此外，镇域经济不强、村级集体经济薄弱等短板依

旧存在，这既是珠海高质量发展的薄弱环节，也是潜力

空间。

珠海城乡文旅融合情况

珠 海 人 文 历 史 源 远 流 长 ， 自 古 以 来 就 是 岭 南 文 化

重镇之一。作为我国的南方海洋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古

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

门户和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先行地，珠海保留着众多海

洋文化、香山文化、中西交流文化、红色文化和改革开

放文化等重要遗存，具备丰富的文化积淀。这也为珠海

文旅发展供给出丰富的资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珠海

有着得天独厚的旅游区位优势与硬件基础条件，也是国

内最早一批做旅游起来的城市，一直在不断的摸索前进

中。今年以来，珠海旅游市场不断升温，文旅带动消费

回暖成为本地区经济增长新动力。近年来，珠海多措并

举不断提升文旅市场竞争力，打造“百岛之市，年轻人

梦想之地”的城市品牌。

审 视 当 下 珠 海 文 旅 融 合 情 况 ， 目 前 珠 海 的 旅 游 产

品还主要集中在老牌景区，游客对珠海旅游产品的认知

仍偏向于传统旅游目的地。珠海文旅产品要逐步完成换

道超车，如打造“金字塔”式节庆与会展类文旅产品结

构，增加更多高品质文旅产品供给。充分开发城市的沙

滩和公园等各种区域打造文旅产品，通过变换场景，引

发市场和受众的关注，提升市民的参与度和游客的新鲜

度，实现本市文旅产业的“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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