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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条，拓宽了村级集体经济增收路径；成立了“红沿”

农业专业合作社，组织村民开办民宿52家，实施标准流

程管理，每年带动村集体经济增收50余万元；组建成立

了客运车队，每年助推村集体经济增收60余万元。

萍乡培育农村特色产业对策建议

（一）深挖红色文化，发展红色产业

更好发挥红色文化在乡村振兴产业发展中的推动作

用，推动乡村红色文化产业提质增效。一是加强红色文

化宣传。将红色文化故事集结成册，拍摄成专题片，将

“无形”的红色文化转化为“有形”的受群众喜爱、具

有本地特色的红色文化教材。在乡村党员活动中心、信

息宣传栏、绿色步道、健身广场、学校等地设立红色文

化长廊、廉洁警示栏、廉政漫画墙，营造宣传红色文化

的良好社会氛围。发挥数字技术强大宣传功能，制作红

色文化宣传片，增强群众在红色文化传播中的参与度，

提升群众主动学习积极性，提高对红色文化认同感。二

是加强课程研发。围绕红色家风、先进事迹、重大历史

事件研发贴近学员、贴近生活、贴近现实的专题党课、

微党课、现场教学、情景党课等，不断创新党课形式，

丰富党课内容，凸显党课特色，提升党课效果。三是规

范管理服务。管理服务水平可以体现地区红色产业发展

的软实力。建立红色培训管理评价体系，规范民宿和培

训机构，提升村民参与热情，激发村民内生动力，营造

良好产业发展环境。

（二）发展生态旅游，实现红绿联动

依 托 萍 乡 丰 富 旅 游 资 源 ， 推 动 安 源 红 色 旅 游 和 武

功山绿色旅游联动发展，提升萍乡旅游市场影响力和经

济效益。一是要完善优化配套设施。方便快捷的旅游专

线可以提升游客体验感。目前，萍乡高铁站和火车站分

别开设了通往安源景区和武功山景区的公交专线，但安

源和武功山之间联动的公交线路缺乏，应增设联动安源

景区和武功山景区的公交线路，增进两点间游客流动。

二是提升旅游业智能化水平。完善萍乡全域旅游网络平

台，开设酒店预订、餐饮推荐、出行参考、天气预报、

门票预约、景区介绍、线路导航和智能讲解等模块，让

游客体验便捷高效的旅游服务。三是创新宣传方式。充

分发挥武功山“云中草原 户外天堂”的龙头带动作用，

搭建红绿融合的萍乡特色全域旅游品牌，在政府官网、

文旅局官网、相关部门微信公众号、抖音等网络平台宣

传推广萍乡丰富旅游资源，扩大市场影响力。

（三）建设数字乡村，打造知名品牌

一是提升基础设施智能水平。住宿、餐饮、交通、

通讯、购物环境的条件直接影响游客体验感，乡村基础

设施相对薄弱，要因地制宜、整合资源，加大基础设施

投入力度，提升智能化集约化水平。运用人工智能、物

联网、以及大数据等技术对生产经营进行数字化智能化

管理，提升生产效率和消费者满意度。二是发展电商平

台。电子商务已经成为了促进消费、保障民生的重要方

式，短视频销售、直播带货、社区团购和产品定制等新

销售方式不断涌现。2022年，我国网络购物用户规模达

8.45亿，全国电子商务交易额达43.83万亿元。萍乡要抓

住电子商务发展大势，向农产品生产者、乡村旅游经营

者宣传电子商务知识，提升数字化经营素质，培养农村

电商专业人才。开通萍乡电子商务发展平台，在微信、

抖 音 等 短 视 频 平 台 宣 传 介 绍 萍 乡 农 产 品 和 乡 村 旅 游 资

源。三是打造知名品牌。萍乡土特产众多，在全国有影

响力的有腊味、杂交水稻、中药材、油茶、花卉、武功

紫红米、茶叶、山羊、白鹅等，要不断加强生产过程监

管，提升产品品质，对产品进行深加工，推动萍乡知名

土特产向优质、绿色、特色方向发展。应用好湘赣合作

打造的湘赣红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让更多的萍乡特产

加入湘赣红品牌，提升萍乡农产品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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