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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高要侨乡文化建设发展路径研究
黎达文

（广东省肇庆学院，广东 肇庆 526020）

摘要：高要侨乡乡村旅游抢抓乡村振兴机遇，迎来了良好的

契机。通过对高要所辖的侨乡乡村旅游进行了实地调研，当前高

要侨乡乡村旅游发展中存在着缺少务实做好前期的市场调研和可

行性报告分析，缺乏整体科学规划，乡村旅游产品与服务出现同

质化和乡村旅游专业人才奇缺等问题，体现在侨乡乡村旅游的“侨”

与“乡”，产品与服务要体现侨乡乡村的风光、风貌、风俗、风

情、风物和风味，让旅游者体验原汁原味的侨乡乡村生活。为此，

在全域旅游理念下，高要侨乡乡村旅游发展在不破坏乡村原生态

自然与人文景观的前提下，强调科学规划，协调发展，注重深挖

产品与服务的原地域特色与文化，强化品牌塑造，依托科技支撑

实现信息共享，加强专业人才队伍的引育，乡村旅游产品与服务

具备核心竞争力，以期得以让高要侨乡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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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庆市高要区作为全国著名侨乡之一，海外侨胞分布在全球

27 个国家和地区，以旅居澳洲居多，华侨祖籍多为高要回龙、蛟

塘和白土等镇。近年来，高要侨乡乡村旅游发展抢抓乡村振兴机遇，

围绕“生态 + 融合 + 共享”的发展理念，以产业化为抓手，整合

农业与旅游资源，融入侨乡文化，依托互联网，引进农旅侨融合

重大项目，发展休闲旅游，拓展农业生态、乡村休闲、农活体验、

侨乡文化传承等功能，将乡村旅游资源与休闲娱乐、地方民俗、

侨文化、现代农业、体育赛事等紧密结合，将引导华侨、侨胞投

资创业与美丽乡村建设紧密结合，探索开发侨乡乡村旅游新业态

和模式，古村落、乡村节庆、农家乐、生态园和体育赛事等乡村

特色产品层出不穷，带动高要侨乡乡村经济发展，逐步形成“农

旅侨结合、以农助旅、以侨促旅、以旅兴农”的发展格局。

一、高要侨乡乡村旅游发展现状

近年来，高要区充分发挥华侨华人优势，努力挖掘侨乡资源，

推动旅游与侨乡文化、乡村生态和乡村振兴等深度融合，推进侨

乡“旅游 +”行动，助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高要区获得 16 项省

部级以上称号，如：高要区 2021 年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2022 年

回龙镇入选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2020 年度省级休闲农业

与乡村旅游示范镇；“宋隆名村（镇）历史文化游径”被评为第

一批广东省历史文化游径等；回龙镇黎槎八卦古村等 7 个景区获

评国家 AAA 级旅游景区。

（一）政策保障乡村旅游发展

《肇庆市实施旅游振兴三年（2019—2021 年）“十大行动”计划》

和《肇庆市促进旅游振兴扶持办法》提出，要抢抓乡村振兴机遇，

大力发展乡村旅游，通过加大乡村旅游发展资金投入、加强乡村

旅游用地保障等政策措施，积极利用省级优惠政策，用好用足乡

村振兴专项指标，盘活利用乡村存量建设用地，推动产区变景区、

田园变公园、劳作变体验、农房变客房的“四变”工程，打造一

批乡村振兴综合体，建设全省知名的乡村旅游目的地。

（二）多维度开发乡村旅游项目

1. 加快推进特色小镇建设。以侨乡文化为特色的高要回龙镇，

拥有丰富的侨乡旅游资源，有黎槎八卦村、槎塘古村落、澄湖古

村落等著名侨乡古村落，古村有回龙书院、回龙祖庙、邓甲楼等

著名景点。回龙镇获得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全国第一批

特色小镇、全国文明村镇、广东十大最美古村落、广东省卫生镇、

广东省数字乡村示范点、省级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镇、全国

亿万农民健康促进行动广东省示范区等殊荣。

2. 规划建设乡村振兴示范带。结合自身资源优势，依托景区

（点）和特色镇、村，莲塘镇片区乡村振兴示范带作为该区重点

打造的“古韵高要 宋隆侨乡”乡村振兴示范带的核心区域，目前

已基本打造完成，抢占大湾区西行自驾游市场。

3. 助力开发农旅侨融合项目。立足本土侨乡资源，高要区将“旅

游 +”农业、侨文化融合，发展特色种养基地、农家乐和亲子乡

村体验等项目，观光、休闲、和田园综合体的发展模式。发展集

种养、观光、餐饮、住宿、娱乐、休闲与购物于一体的农旅侨项

目，呈现出众多游客乡村游的网红打卡地，如：汇龙农业生态园、

河台黄金菊旅游生态园、大湾麦溪生态园和猫爪谷景区等。

4. 统筹涉农资金打造乡村旅游产业链。统筹整合省级涉农转

移支付资金，支持高要区发展“种植 - 观光 - 加工”休闲旅游产

业示范基地，促进“河乐水”乡村旅游示范区建设。

（三）着力扩展侨乡乡村旅游内涵

1. 着力培育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镇。利用“一村一品、

一镇一业”、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农业公园和“粤菜师傅”等项目，

建设旅游休闲配套设施齐全、旅游线路设计合理、示范带动力强、

增收机制完善的休闲农业精品生态园区和农庄，培育省级休闲农

业与乡村旅游示范镇（点）。以“广府乡土、侨乡人文情怀”为

主题，将回龙镇赤水塘村、八卦村和澄湖村打造成乡村旅游度假

目的地，把农业资源和侨文化资源转化为旅游休闲资源，推动侨

乡乡村振兴发展迈上新台阶。在回龙镇赤水塘社区举办高要区首

届归侨侨眷“粤菜师傅”技能培训班。高要“河乐水”乡村旅游

示范区建设初见成效。

2. 传承侨乡良好家风和淳朴民风。回龙镇根据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统一部署和总体要求，以“德育

+ 德治、新风 + 新貌”为核心，整合各类资源，动员全民参与，

扎实开展“美丽乡村·文明家园”文明村镇行动。有力促进了文

明乡风、的培育，为助力乡村振兴夯实了良好的思想道德基础。

通过把“盆景”变“风景”，提升村容村貌，打造回龙版“富春

山居图”。

3. 大力包装宣传推介。新闻视频《广东肇庆高要乡村振兴取

得新进展》和专题宣传片《“龙腾莲塘回龙高飞”——高要侨乡

乡村振兴示范带巡礼》在央视媒体（央视频）、省级媒体（广东

新闻频道、触电新闻、广东珠江经济电台、粤听）等主流媒体和

腾讯视频、快手、哔哩哔哩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推送，不到一周时

间累计播放、点击量就已突破 20 万，并于近日被国家级平台“学

习强国”采用，高要乡村振兴成效在社会面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当地知名度、美誉度不断提升。

（四）科学引导乡村旅游创客创业

1. 发挥创客示范引领作用。充分发挥乡村旅游创客示范基地

在推动乡村旅游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中的创新性、示范性和引领

性作用，引导返乡农民工、专业艺术人才、青年创业团队等各类“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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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投身乡村旅游发展。

2. 构建“乡村旅游 + 互联网”模式。打造农创、文创基地，

提升产品开发及更新换代速度，拓展销售渠道，实现了农产品转

化为旅游商品的蜕变。

3. 在空间规划层面促进乡村旅游发展。从总体布局层面构建

乡村振兴分区发展格局，划分城市集聚发展区、外围城乡联动区、

低山丘陵发展区、重要生态功能区，具体落实时，将已明确需要

落地的旅游项目，利用上级开放的窗口期，调整生态保护红线和

永久基本农田等空间制约性内容，运用总规、村规的留白机制，

为规划编制阶段未预见的项目落地保留规划弹性，保障乡村旅游

项目落地发展。

二、高要侨乡乡村旅游发展存在问题

高要侨乡乡村旅游发展取得了一定成效，经济效益、环境效

益和社会效益日渐见效，同时也呈现出发展瓶颈和问题，主要体

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缺乏整体科学规划，统筹协调不足

《肇庆市全域旅游发展总体规划（2019—2025）》已将乡村

旅游作为重点内容列入，但市、县两级都没有乡村旅游总体规划，

乡村旅游开发存在较大的盲目性，项目同质化和重复建设严重，

造成一定的资源浪费。很多地方在“美丽乡村”规划建设时，没

有与发展侨乡乡村旅游结合起来，如有些村庄，虽然建设得很美丽，

但产品和形式出现同质化，欠缺侨文化开发与利用，缺乏市场吸

引力。

（二）管理体制机制不顺，造成资源闲置或浪费，制约了发

展

乡村旅游的多头管理，造成实际上的管理错位，政策、制度

和行业管理等难以统一，导致乡村旅游无序发展。许多好的乡村

旅游资源被一些企业和个人“圈占”后，长期不开发，或者开发

不良、管理不力、经营不善，导致资源闲置或浪费，一些拟开发

的项目被搁置。同时，乡村旅游相关配套政策未能有效衔接，“点

状”供地、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提供等达不到乡村旅游发展要求，

也都制约了乡村旅游发展。

（三）投资规模不足，创新和特色不够

一是乡村旅游项目规模偏小，投入不足，缺乏大项目、大投入、

大品牌的有效支撑，“只见星星、难见月亮”。二是同质化现象普遍，

各地在发展乡村旅游过程中对自身优势认识不清，对本村侨乡特

色、民俗风情、人文内涵等要素挖掘不够，一些项目没有经过充

分论证和市场调研就匆忙上马，造成乡村旅游项目大同小异，给

人“千村一面”的感觉。三是乡村韵味不足，没有注重突出“侨”“乡”

二字，建筑城市化、活动商业化，乡土气息不浓，乡愁体现不明显，

市场吸引力不强。

（四）宣传力度不够，品牌效应不佳

目前，在“美丽乡村”宣传推介和乡村旅游营销方面的力度

不够，许多有侨乡特色、有潜力的乡村旅游产品和项目“养在深

闺人未识”，未能进入市场。如高要回龙镇澄湖村，始建于宋朝，

距今已经超过 800 年的历史，曾入选“中国古村落”“广东省古

村落”，是高要区重点侨乡，沉积了深厚的广府文化、岭南村落

文化和华侨文化。

（五）专业人才缺乏，竞争力不强

乡村旅游管理处于粗放型状态，经营者和从业人员素质普遍

不高，经营管理水平和旅游服务质量有待提高，导致乡村旅游竞

争力不强。

三、高要侨乡乡村旅游发展对策

（一）加强规划引领，科学统筹推进

尽快制定发布《高要侨乡乡村旅游发展规划》，加强对全区

侨乡乡村旅游发展的统筹和指导，把侨乡乡村旅游与美丽乡村建

设、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有机结合起来，将侨乡乡村旅游与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和部门规划衔接起来，对侨

乡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与侨乡乡村旅游项目进行统一规划、统筹安

排，因地制宜开发侨乡乡村旅游项目，实行区域化布局和差异化

设计，努力打造具有特色、高水平的乡村旅游品牌。各级政府及

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侨乡乡村旅游优质资源、闲置资源的盘活利

用，对一些长期“圈占”不开发，或者开发不良、经营不善的项目，

要限期整改或收回，重新组织投资者进行开发建设。

（二）完善管理体制，推进政策集成

一是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实现全区“一盘棋”，综合运用扶贫、

美丽乡村建设、人居环境整治等资金和政策，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二是实施灵活的用地政策，积极利用保持集体建设用地性质的侨

乡乡村旅游项目可使用省级指标、市级乡村振兴项目专项用地指

标，以及实施农村拆旧复垦、盘活利用乡村存量建设用地等途径，

多措并举加大侨乡乡村旅游用地保障。同时鼓励村集体及村民采

取转让、出租、互换、入股等形式，推进土地流转型、服务带动

型等多种形式的规模经营。三是建立完善的侨乡乡村旅游系列标

准，加强对侨乡乡村旅游经营环境、接待设施和接待服务等规范

化管理，不断提升侨乡乡村旅游服务质量。四是创新侨乡乡村旅

游开发、经营模式，鼓励支持村集体、农户通过各种方式参与侨

乡乡村旅游发展，使民间旅游资源能够得到有效开发，让农民成

为配套设施的建设者、服务者、受益者，实现以旅助农，以旅富农。

（三）打造特色品牌，增强侨乡旅游产品竞争力

立足地方侨乡资源优势、地方特色、民俗风情、人文内涵等

开发特色侨乡乡村旅游产品，尤其要突出“侨”“乡”文化特色，

深挖侨批文化 赋能乡村振兴。把发展侨乡乡村旅游与当地丰富多

样、绚丽多彩、各具特色的文化结合起来，打造地方侨乡特色突出、

民俗风情浓郁的乡村旅游品牌，增强侨乡乡村旅游产品的核心竞

争力。

（四）加强宣传推介，提高侨乡知名度和影响力

精心策划旅游精品线路，将侨乡乡村旅游（点）和各种业态

的旅游景区（点）串联起来，通过“农业 + 文化 + 旅游”系列活

动等，借助现代信息传播手段进行广泛的宣传推广，提高侨乡乡

村旅游的吸引力。

（五）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提升侨乡旅游管理服务水平

积极引入专业团队或专业人员对乡村旅游项目进行精心策划

打造，提升侨乡乡村旅游产品开发的品位和档次。着力培育一批

钻研能力强、业务水平高、工作质量优的乡村旅游管理者、创业

带头人和经营服务人员，加快建立一支专业化的侨乡乡村旅游策

划、管理、服务队伍，全面提升高要侨乡乡村旅游的管理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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