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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新路径，形成“村组+企业+第三方+合作社+农户”

的“五位一体”模式。

普济村推进乡村振兴的经验启示

（一）强化党建引领，培育主体意识

普 济 村 从 一 个 典 型 的 “ 脏 乱 差 村 ” 蜕 变 为 乡 村 旅

游重点村，只用了一年时间，其发展基础在于强有力的

党建引领和村民主体意识的培养。增强基层党组织整治

功能是解决农村基层党组织弱化、虚化、边缘化问题的

根本措施，普济村借助“党组织统筹的项目制”“党组

织 体 系 扩 展 ” 以 及 “ 党 员 骨 干 下 沉 机 制 ” 重 塑 基 层 社

会，拓展了复杂治理的能力。农民群众的主体意识强弱

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乡村振兴的进程，普济村的走访

调研、村规民约制定等都是培育村民主体意识的重要举

措。通过让村民自己将问题说出来，分析各主体不同的

权责边界，进而通过项目赋能、关系赋能、信息赋能等

方式，以信任、互惠、规范、参与等为核心要素，成为

乡村旅游助推乡村振兴新内源发展模式的一种新途径。

（二）找准着力领域，促进全面融合

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的融合往往集中在产业方面，

忽略了乡村经济建设是根本、政治建设是保证、文化建

设是灵魂、社会建设是条件、神态文明建设是基础这5个

重要支点。 ⑧普济村以发展乡村旅游为目标，以解决农

村人居环境这个村民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上首先

发力，从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个维度通向

深化，着重推进厕所、垃圾、污水“三大革命”，加快

开展村庄洁化、绿化、美化“三大行动”，建设利益共

享、人人参与、户户受益的旅游发展共同体。在获得各

方认可的基础上，普济村在整体上注重重点突破、层层

深化，在发展上强化规划引领、因地制宜，在产业上注

重三产融合、三美融合，在党建上注重责任到人、机制

协同，在治理上注重广泛动员、三治融合，成为深入学

习浙江“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的鲜活案例。

（三）挖掘特色资源，注重品牌形塑

乡 村 旅 游 的 发 展 类 型 一 般 分 为 休 闲 度 假 型 、 民 族

风情型、历史文化传承型、红色旅游发展型、特色农业

型、依托景区型，⑨也可分为自然景观主导型、人文景观

主导型、“自然+人文”结合型。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主

导型的生命周期长短取决于景观资源等级的高低，等级

越高吸引力越强，生命周期越长，反之亦然。普济村发

展乡村旅游属于“自然+人文”结合型，这种类型与其他

两种相比没有优势。若没有特色资源的挖掘和品牌的塑

造便难以长足发展，可能面临小散弱的生存困境。普济

村拥有纳西民族独具特色、丰富多彩的民族人文资源，

保 持 了 纳 西 民 族 节 日 三 多 节 、 火 把 节 、 祭 大 自 然 神 仪

式，以及各种婚丧礼俗。村庄注重发展具有本地生活气

息的民宿、家访等旅游活动，以纳西民俗和农家乐为主

要特色，让游客能够亲身体验传统文化和乡村生活。将

丰富的原生态旅游资源与优秀的乡土文化相结合，以古

朴的风土民情、独特的古老建筑及特色鲜明的乡土文化

构成产品开发亮点，形成较大影响力，提高了核心竞争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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