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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十九大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为传统村落的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更为传统村落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因

此，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文旅融合逐渐成为探索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的模式

之一。本文以国家级传统村落济南市章丘区三德范村为研究案例，以基于历史文化认同感的传统村落保

护与旅游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为导向，从政策支持，资源支持与文化支持三个方面对三德范传统村落文旅

融合做出可行性分析，探究如何建立传统村落与旅游发展的良性互动模式与合作共赢局面，从而真正实

现传统村落本身的认同感与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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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posal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of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has provided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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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or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and brought new opportunities for the devel-
opment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Therefore, th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have attracted widespread attention.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has gradually become 
one of the modes to explore th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This paper 
takes Sandefan Village, Zhangqiu District, Jinan, a national-level traditional village, as a case study. 
Guided by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protection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based on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identity, the paper makes a feasibility analysis on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in Sandefan traditional villages from three aspects: policy support, re-
source support and cultural support. Explore how to establish a benign interaction mode and 
win-win cooperation between traditional villages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so as to truly realize 
the sense of identity and belonging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themsel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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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古村落”是中国对传统村落的普遍称谓，在 2012 年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专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

正式更名为“传统村落”，以突出其文化意义和文化遗产的重要性[1]。近年来，由于城市化的影响，中

国的传统村落总数发生了明显减少。据统计，仅在 2000 至 2010 年这十年间，中国的传统村落数量就骤

减为 90 万个。 

2. 乡村振兴发展战略下传统村落的思考 

乡村振兴是我国农村发展的重要战略，中央各种文件中早已体现出乡村振兴的重大意义，当前，中

国农业和农村基础差、基础设施不足、发展滞后的现状还没有根本改变[2]。同时也指出应坚持把解决“三

农”问题作为首要任务，强调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新农村建设。作为一个拥有悠久农耕文明历史的国家，

中国广袤的土地上遍布着各种形式和风格的传统村落[3]。而传统村落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承载着

中华民族丰富的历史价值和历史记忆。 
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如何加强村民对传统村落的文化认同和精神联系，促进传统村落的保护发展，

以实现文化的自愿和主动传承，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课题。 

3. 乡村振兴发展战略下传统村落旅游适应性分析 

由于很多传统村落地处偏远，交通不便，经济发展也相对缓慢，但因其历史面貌保持得相对完整，

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吸引了众多游客[1]。因此，通过旅游保护与活化促进传统村落的发展就成为一种选

择。虽然国家大力提倡乡村振兴的发展战略，但由于传统村落的基本条件和发展程度不同，传统村落对

旅游发展的适应性应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 

3.1. 适宜发展 

一些传统村落具有较为优质的旅游文化资源，对于原有的历史风貌以及乡土文化保护较好。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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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对于传统村落的发展持积极态度，归属感强烈，这类传统村落具有良好的旅游发展潜力，适合走旅

游开发保护来带动传统村落的发展的道路。 

3.2. 勉强发展 

一些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状况一般，缺乏足够的旅游资源，村集体资金非常有限，村民个人经济能力

低，用于传统村落整体保护和历史建筑修缮的资金很少。因此，整体保护、整体利用和整体传承需要大

量的资金投入和专门支持，但是部分传统村落在发展过程中不重视对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村民参与旅

游开发的兴趣和意愿不高，很多村民持“事不关己”的态度，因而旅游开发的难度较大。 

3.3. 难以发展 

一些传统村落原有的历史风貌逐渐消退，传统建筑景观和民俗文化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致使传统

村落逐步走上“消亡”，发展的与普通的村庄别无二致，丧失其独有的旅游吸引力，已经无法通过旅游

保护与开发促进传统村落的发展。 
因此，在基于传统村落自身基本条件与旅游适应性分析的前提下，如何利用乡村振兴与旅游开发之

间的良性互动，使旅游开发在促进传统村落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延续传统村落文化，还需从文旅融合角度

进行考量。 

4. 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协同发展路径探索 

作为乡村振兴和发展战略的一部分，文化旅游的生活方式日受青睐，久居城市的人们希望走出家门，

去体验区别于高楼大厦、繁华都市以外的风土人情，追寻历史的印记。“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

化的重要载体。”综合解读文旅融合的深层含义即以整体化的角度看待文化和旅游的发展，既要以文化

丰富旅游内涵，又要让旅游有文化依托，形成文化与旅游的有机结合，这种融合，不是简单地堆积叠加，

而是形“合”意“融”，从而实现文化和旅游的协同发展。 

4.1. 运用“互联网+”战略，打造文化品牌 

良好的旅游形象不仅仅是传统村落优质发展的重要表现，更有助于提升市场吸引力[4]，通过利用互

联网发展“互联网 + 文化旅游”的新模式，充分发挥新媒体即时性和互动性，实现“一村一设计”，针

对不同类型的传统村落打造不同的宣传方案。同时，加大文化资源与旅游资源的挖掘力度，在文化创新

的基础上，推动传统村落资源改造，将历史建筑、非遗文化等资源优势融入传统村落，打造地方特色旅

游文化品牌，提升文化旅游产业的核心竞争力[5]。 

4.2. 创建旅游发展模式，促进协同发展 

推进乡村振兴、文旅融合，关键在于产业振兴[6]，即利用资源优势以旅游产业带动传统村落发展，

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具有地方文化内涵的旅游发展模式，进一步改善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提高

集体经济的运营效益。同样，旅游发展模式不应局限于单一的发展旅游经济，可以整合资源发展新的衍

生产业，促进协同发展。 

5. 乡村振兴发展战略下三德范村落概况 

三德范村地处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南部，隶属于章丘文祖街道，在风光锦绣的锦屏山下，是齐鲁古

道之要塞。该传统村落内古建筑众多，蕴含着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和优美的田园风情，是集全国传统村

落、全国宜居美丽示范村、全国美丽景观示范村于一体的千年古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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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乡村振兴发展战略下，三德范村整体处于保护与发展的新阶段，在政府的帮助之下，传统建筑的

风貌以及历史街巷格局都得以修复和更新，同时，对于三德范传统村落内的历史古迹和非遗文化都在互

联网平台进行了大力宣传，这清楚地表明了国家对三德范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的重视。 

6. 三德范村落文旅融合的可行性分析 

6.1. 政策支持 

传统村落旅游作为国家重点扶持和鼓励发展的行业，国家会出具相对应的保护政策对传统村落进行

保护，会根据村落的状态制定旅游保护发展规划。此外，鉴于保护传统村落的紧迫性，也将加大资金、

技术、人才等方面的投入，设立传统村落旅游发展专项基金，积极引导社会力量投入到三德范村的旅游

开发和保护中。 

6.2. 区位支持 

三德范自古以来就是齐鲁古道的要塞，其区位优势显著，村落位于济南市东部，章丘市南部，是鲁

中山区中极具代表性的传统村落之一。三德范村落总体上呈南高北低，东、西、南三面被群山环绕，地

理位置优越，且村落西侧邻近京沪高速，东侧接 234 省道，交通十分便捷。地理位置上的得天独厚，交

通道路的快速便捷为三德范村落的文旅融合发展创造了重要的先决条件。 

6.3. 资源支持 

三德范村三面环山，内有巴漏河穿村而过，依山傍水，良田万顷，其景观格局符合“风水宝地”的

传统环境模式。村内有许多历史遗存和自然景观，是三德范所特有的旅游资源，同时三德范村远离市区，

周边环境开发程度小，商业化发展程度低，为旅游开发留有空间，使三德范地区的休闲旅游发展成为可

能，也为文旅融合发展提供了资源支撑。 

6.4. 文化支持 

三德范村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杂技技艺“芯子”，已成为三德范村的

一张绚丽名片，吸引着四面八方的游客慕名而来。该技艺历史悠久，曾荣获中国民间文艺最高奖“山花

奖”。而“芯子”作为一种具有生活实践气息的民间艺术，承载着村民的文化认同，这是其他村落不可

比拟的文化遗产，亦是文旅融合发展所需要的文化依托。 

7. 三德范村落文旅发展多元参与策略 

作为一个国家级传统村落，更是省级的特色旅游资源名村，三德范具有完备的村落体系与发展脉络，

纵观整个村落，具有较强的文旅发展潜力，但仅凭三德范村自身力量可能无法实现文旅融合发展，因此

对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应围绕多方利益主体展开，推行多方参与，共同治理的发展新模式[7]。 

7.1. 地方政府 

传统村落保护发展是一项较为复杂的系统工程，倘若抛开系统性科学性，单纯地来谈保护与发展，

难以开展实质性的保护工作[8]。因此地方政府在其中的作用将至关重要，应始终将“公共利益”为主要

出发点[9]。在对三德范村进行合理规划设计时，应大力整合优质资源，建立深度融合机制并全面系统推

进[10]，应注重保护三德范村落的整体风貌，而不是以“一刀切”为目标。 
在信息化时代下，地方政府可以利用官方平台和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发展互联网与文化旅游相结合

的新模式，应对三德范传统村落的资源进行评估，对具有较高历史、文化、艺术价值的部分，进行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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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宣传，同时针对三德范的文化背景，资源优势等打造具有独创性的文旅地标，例如建立三德范历史博

物馆、三德范艺术文化馆等等[11]，以更多形式、更大范围地提高游客对三德范历史建筑和文化遗产的保

护意识，从而推动三德范村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12]。 

7.2. 社会 

当今社会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年轻群体和外来群体是乡村振兴与文旅融合的重要支撑[13]，
社会各界应高度重视对传统村落的保护和发展，鼓励企业、组织和个人与当地政府合作，打造三德范村

整体文化旅游发展新模式，实施差异化保护管理，建设文化共同体，延续传统村落原有的生机与活力。

同时，社会企业作为传统村落旅游发展最大投资来源，在旅游开发中，要具备一定的社会使命感，不能

片面追求利益最大化[14]，应考虑保护和传承，同时要在社会层面为传统村落确定统一的规范认同和价值

取向，加强传统村落的凝聚力，促进三德范村文化与旅游的融合。 
村民作为文化旅游发展的重要利益相关者，应该成为传统村落文化旅游保护的主要利益相关者和受

益者，发挥村民在传统村落发展中的主体地位，使村民自愿自觉地参与到传统村落的保护中来。三德范

村民作为激发三德范村文化生命力的关键人群，对于三德范必然是有感情的，因此对于三德范村的保护

不能仅仅依靠旅游发展，更重要的是文化底蕴和文化认同，需要村民们自发地主动地去传承这个千年古

村的记忆，而不是像新一代的村民一样，在谈及本村文化时，像讨论一个外村文化历史一般，不亲不熟

也不关心。 
综上，对于传统村落的保护必须走整体化保护，整体化旅游发展的道路，鼓励多方力量参与到三德

范村落的共治共建共享当中，积极推动传统文化与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 

8. 结语 

传统村落作为中国乡村历史文化的“活化石”，基于乡村振兴的发展战略对其进行有效保护以及深

入发展是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环节[15]。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本文以济南市章丘区三

德范村为例，探究以文旅融合促进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的可行性，经研究可知，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传

统村落仅仅依靠单一的旅游化发展模式并不长远，应使旅游化发展有文化依托，形成传统文化与旅游发

展的有机融合。同样，文旅融合是否能够长远的走下去，还需要多元主体的参与，只有多方力量参与协

同发展，传统村落才能走向更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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