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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发展历程以及形成的四种乡村类型进行总结的过程中，发现难以基于现有乡村特点，

高质量地发挥乡村产业与文化优势。基于此背景，结合创新扩散理论，提出乡创共同体系统架构，因地

制宜打造乡村地域品牌。结合小东山村、潘家沟村、庄坞镇和磨山镇的四个乡创共同体案例，分析得出

乡村振兴项目的四条推进路径。从其乡村特色文化以及产业切入，基于乡创共同体的六大维度打造系列

化的文化体验业态，最终实现乡创共同体的五大价值。乡创共同体是推动产业升级、品牌营造、文化传

承和生态宜居的指导策略，是促进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发展、加强乡村生态友好和新旧融合的主要平台。

在未来，乡创共同体的构建将成为能有效引领乡村振兴的范本，通过挖掘乡村特色，探索农村与城市的

共荣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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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formation proces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nd four rural types 
formed in this process. In this process, it is found that it is difficult to give full play to rural industrial 
and cultural advantages in high quality based on rural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this backg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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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bined with the theory of innovation diffusion, the system structure of rural creation community 
is proposed to build rural regional brand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Based on four cases of rural 
creation communities in Xiaodongshan Village, Panjiagou Village, Zhuangwu Village and Moshan 
Town, four ways to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projects are analyzed. Starting from its rural char-
acteristic culture and industry, it creates a series of cultural experience formats based on the six 
dimensions of the rural creation community, and finally realizes the five values of the rural creation 
community. Rural creation community system is a guiding strategy to promote industrial upgrading, 
brand building,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ecological livable, and is the main platform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new industries and new business forms in the countryside, and to strengthen the 
eco-friendliness of the countryside and the integration of the old and the new. In the futur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ural creation community will become a model that can effectively lead the re-
vitalization of the countryside, exploring the road of co-prosperity between the countryside and the 
city by tapping in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untry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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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的发展在中国城镇化和工业化过程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经过多年的发展，

乡村振兴战略已逐渐成为解决当前乡村发展主要矛盾的重大举措。在过往乡村振兴项目的实施过程中，

形成了多种因地制宜的乡村发展模式，但这些模式大多结合单一产业进行深化，未能在产业间形成联动

的可持续发展。本研究总结过往乡村振兴的发展经验，以期运用设计力量介入乡村振兴，构建适合多维

度的新模式，打造能有效引领乡村振兴的范本，为乡村振兴项目的研究和实践提供有益参考。 

2. 研究现状 

2.1. 乡村振兴的发展历程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入新阶段，“三农”问题在过往乡村发展过程中逐渐显露，乡村振兴战略

已成为解决新时期下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手段[1]。这一变化引起主流学者对其推进路径与实践的多维度

探索，并基于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全方位细致的规划与研究。 
2017 年，在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乡村振兴的战略，优先解决农村发展中出现的三农问题。自该时间

节点起，我国学者开始基于乡村振兴战略的进行多方面探索。廖彩荣等[2]认为乡村是一个有机整体，从

理论逻辑、科学内涵和实现路径三个方向把握乡村振兴的本质。 
在 2018 年到 2020 年期间，更多学者对乡村振兴战略进行了系统性的研究。刘彦随[3]在前者的基础

上剖析了在乡村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多种现实矛盾，总结了多种城乡融合的乡村类型，为更加科学地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提供理论依据。 
随后，乡村振兴战略的研究视角开始延伸至众多领域。曾亿武等[4]提出了中国乡村进行数字化建设

的整体框架、理论逻辑与基本路径。沈费伟[5]认为探索乡村技术赋能研究，能够有效提升乡村的治理能

力，促进乡村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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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后，学者对乡村振兴的发展路径以及策略研究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张硕等[6]认为农村电

商对乡村产业发展以及创新人才培育有一定的助推作用，并构建了电商助力乡村扶贫的研究框架。辛本

禄等[7]指出乡村旅游能够推动城乡要素双向合理流动，带动乡村产业的繁荣发展。 
经过梳理文献发现，国内学者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发展路径、研究视角以及乡村类型分类的关注研究

较多，并且开始关注电商、旅游业等新兴产业与乡村发展的结合，但对如何快速且精准地基于乡村特点

去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研究不足。基于以上问题，如何基于乡村本身特点，快速发挥乡村产业与文化优

势需要更多系统性的发展战略。 

2.2. 乡村振兴战略下形成的四种乡村类型 

伴随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施行和众多国家政策的有力推进，与之相关的学术研究以及实践探索

接连涌现。结合上述背景，国内学者从多个维度总结了乡村振兴过程中形成的四种乡村类型，分别为产

业驱动型、生态驱动型、文化驱动型和旅游型，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Four rural types formed under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Policy 
图 1. 乡村振兴政策下形成的四种乡村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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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产业驱动型——发展特色乡镇产业，注入产品设计力量 
乡村特色产业是指根植于农村特定资源区域、具有一定开发价值以及消费群体的产业。产业驱动型

是以乡村特色产业为依托，注重优化农业结构而形成具有产业优势的乡村。唐玉萍等[8]从四川省绵阳市

的多个乡镇入手，对该类乡村的地域优势和产业弊端进行了分析。在发展特色乡镇产业的同时，提升产

品质量和附加值，从而挖掘乡村的多元价值。 

2.2.2. 生态驱动型——积极推动生态可持续，提升自身吸引力 
高质量的生态环境是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9]。生态驱动型是以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和乡村可持

续发展，提高生产与生活要素利用率所形成的特色乡村。付英凯等[10]总结了山东特色小镇空间塑造模式

的优势与不足，提出了更加可持续的生态驱动型模式。通过新思考重塑产业链条，积极推动乡村的可持

续发展。 

2.2.3. 文化驱动型——打造特色乡镇品牌，赋予独特文化价值 
文化是推进乡村振兴的内在动力[11]。文化驱动型是指根据乡村地方特色文化，着眼于乡村文化

可持续发展的乡村。陶自祥[12]从乡村振兴的四重价值定位，展现云南乡村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提出

了乡村振兴特色村落价值建构的类型。要打造特色乡镇文化品牌，应该应从特色乡村的历史、传统和

民俗渊源等文化资源进行挖掘，赋予乡镇产业以独特的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以文化构建人民的精神

家园。 

2.2.4. 旅游型——发扬自然名胜古迹，提升乡村旅游体验 
我国乡村旅游资源丰富，旅游业开发潜力巨大。旅游型是指以乡村自然名胜古迹为基础，充分利用

乡村环境中景观资源，提升乡村旅游体验的特色乡村。李高峰[13]等分析了旅游型乡村多方面的特点，为

后续内蒙古林格尔县的村庄规划提供一定的参考。通过提供具有现代感的乡村旅游体验，吸引更多年轻

人群体走向乡村[14]。 
在过往乡村振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具有四种各具特点的乡村发展模式。但由于每种模式所结合

的产业较为单一，易出现创新性不足、实施速度较慢、难以快速复刻等缺点。在此背景下，乡创共同体

应运而生，提供了全面推进多维度推行乡村振兴政策的新思路。通过设计创新介入乡村振兴，有助于拓

宽乡村振兴的新模式。 

3. 乡创共同体与创新扩散理论 

3.1. 乡创共同体的定义 

设计赋能乡村振兴，是通过设计创新力量的介入[15]，构建乡村创新发展新模式。乡创共同体是一种

村域设计创新模型，致力于建设功能复合⽽价值⽴体的创新综合体。乡创共同体的系统架构以六大维度

为基础，通过四条路径实现五重价值，建立全方位多维度的创新体系，如图 2。 

3.2. 创新扩散理论概述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研究人员 E.M.罗杰斯在《创新的扩散》书中提出了创新扩散理论，解释了创

新的产生和扩散过程[16]。某种创新能通过一定的方法和渠道对社会产生影响，并得到广泛传播，这种创

新即可称为“扩散”[17]。同时，创新的传播过程也需要时间，罗杰斯按照时间维度将“创新–决策”过

程分成了五个阶段：认知、劝服、决策、实现以及最后的确认阶段，这五个阶段的顺序可能会随外界环

境而产生不同的组合及变化。同时，创新扩散理论对创新过程的四要素以及“创新–决策”的五个阶段

进行了系统化的总结，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并预测新事物的影响力，提升创新的传播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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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Construction of rural creation community system 
图 2. 乡创共同体系统构建 

3.3. 基于创新扩散理论的乡创共同体扩散 

乡创共同体作为一种推进我国乡村发展的崭新举措，它以建设现代化的乡村产业体系为重要任务，

是推进农业乡村高质量发展的模式创新。结合乡创共同体的六个维度的结构可知，创新性是乡创共同体

具备的重要特性之一，创新扩散的过程也适用于乡村振兴的推进过程。同时，创新的五大认知属性(相对

优势、兼容性、复杂性、可观察性及可测试性)也决定了创新扩散的效率。 
相对优势是指相较于其他事物的额外优势，可以用经济因素、社会声望以及满意度进行测评。在乡

村振兴推进过程中产生了产业型、文化型、生态型以及旅游型四种优势乡村，乡创共同体的六个维度能

够结合乡村的优势进行针对性地发展，快速提升乡村特色产业的经济效益，从而激发创新的积极性。 
兼容性是指创新与社会主流价值观以及用户消费需求的契合程度，一项创新的契合程度越高，越有

可能被用户接纳。自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乡村的产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乡村旅游热度也居高

不下。乡创共同体的构建契合了当下政策的发展重点，也助力乡村振兴的持续推进。 
复杂性是指使用创新的难易程度，易理解的创新更容易被快速采纳。乡创共同体以六大维度为基础，

提供可供参考的创新手段，能够帮助乡村快速寻找适宜的乡村发展模式且进行复制创新。 
可观察性是指创新是否能被察觉的难易程度，若创新越容易被察觉，这项创新就越容易进行扩散。

乡创共同体的六个维度从公共服务及当就地筑营造等多方面进行创新，能让当地居民以及游客直观地感

受到使用体验的提升，从而促进创新的扩散。 
可测试性是指创新能否被进行试验，可进行试验的创新会更加容易进行扩散。在乡创共同体模型为

乡村的创新提供多种易试验的范例，例如品牌展销会和地域品牌文化节能提供更低成本宣传乡村品牌的

机会。 
当某种创新与上述五大认知属性的贴合度越高，创新就越容易进行扩散。因此，现利用创新扩散理

论对乡创共同体的推进过程进行研究，对构建乡村产业体系到乡村高质量发展的过程具有指导意义。 

4. 乡创共同体的四条推进路径 

通过笔者参与的多个乡创共同体案例，分析得出四条乡村振兴项目的推进路径，如表 1 所示。政府

平台公司，基层单位，当地龙头企业和新乡贤组成的四条路径在乡村振兴中相互合作，共同推动农村地

区的可持续发展，乡创共同体的四条推进路径如图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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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Rural creation community case introduction 
表 1. 乡创共同体案例简介 

乡创共同体 
的四条路径 主导者 路径特点 案例 特点 

政府平台公司 政府 整合各类资源， 
提高项目可行性。 小东山村 盆景艺术多元化， 

环兰湖一体化旅游目的地。 

基层单位 乡镇、 
村集体 

推动社区参与， 
提升基础设施建设。 潘家沟村 自然古村景观延续统一， 

场景营造生态化。 

当地龙头企业 民间资本 促进产业升级， 
提升品牌竞争力。 庄坞镇 制定预制菜标准， 

促进产业专业化。 

新乡贤 个人 拓宽融资路径， 
提供创业平台。 磨山镇 聚力大蒜产业， 

销售多元化。 

 

 
Figure 3. Four promotion paths of Rural creation community 
图 3. 乡创共同体的四条推进路径 

4.1. 由政府平台公司主导推动的乡创共同体——以小东山村为例 

政府平台公司是指担任政府与市场之间的桥梁，负责乡村项目的规划、筹资、资源整合和监管的公

司，他们能够确保乡村振兴项目的高质量推行。政府平台公司能够直接投入资金来支持乡村振兴的发展，

提高乡村振兴项目的可行性。小东山村乡创共同体位于兰陵县城北部，位于“南田北林中城”国土空间

https://doi.org/10.12677/design.2024.96821


丁伟 等 
 

 

DOI: 10.12677/design.2024.96821 1500 设计 
 

总体格局中，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同时，小东山村乡创共同体的盆栽艺术文化历史悠久，

具有浓郁的地方风格和文化内涵，为本地的盆景产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支撑和动力。 
小东山村乡创共同体方案设计创意来源于兰陵地区的特色地域建筑，中国传统盆景文化及山水云雾

缭绕的绝佳自然环境。盆景艺术乡创共同体建筑量体的构成回应了场地的特性，结合面向湖岸的景观优

势，将六大主题空间有机分布排列与地形地势结合，形成一个总体错落，层层叠叠面向湖面展开的弧形

建筑体，如图 4 所示。旅游民宿和乡创产业空间层次明确又联系紧密，顺应着地形高度的变化，将建筑

功能分成与地表嵌入结合的裙房(外立面为岩石)，及裙房之上的民宿客房建筑量体(外立面为白色混凝土 
+ 局部木质材料)。在项目推进过程中，政府平台公司充当项目的执行主体，有效地管理和监督项目，提

高帮扶农村的经济效益。 
 

 
Figure 4. Xiaodongshan Village rural creation community scheme design 
图 4. 小东山村乡创共同体方案设计 

4.2. 由基层单位主导推动的乡创共同体——以潘家沟为例 

基层单位是指能够协助地方政府开展工作的地方基层组织，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村民的基础权益，

提升村民参与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能动性。潘家沟位于兰陵县城北部，处于“南田北林中城”国土空间

总体格局中，紧邻中部城镇聚集发展区。传统农业、干果经济林、养殖业是潘家沟乡创共同体的主导产

业，通过生态农业体验等途径可为村庄带来生态价值和产业价值。潘家沟村委会、潘家沟公益电影放映

点等公共服务设施位于基地东南侧，交通便利，自然环境优美。 
打造高品质地域建筑作为空间载体，探索当地盆景产业的创新发展之路。设计源于独特的传统聚落

形态，并尊重自然地貌。建筑沿着场地高差建造，最大限度保留现存林木。具有“顺应地势，鳞次栉比”

的“绕山转”村落形态，“屋随山起，路随屋走”的多层次交通网格，“随坡就势，灵活多变”的院落空

间以及“就地取材，质朴粗犷”的单体建筑。设计尊重自然坡地、现状林木水体、村落肌理，并通过院落

空间、坡顶形态、建筑材料实现在地建筑，如图 5 所示。在项目推进过程中，基层单位为村民提供必要

的支持与帮助，通过基层群众的自治实现乡村经济的发展。 

4.3. 由当地龙头企业主导推动的乡创共同体——以庄坞镇为例 

当地龙头企业是指在某一地区或产业具备核心竞争力或占据较多市场份额的企业，他们可以为乡村

振兴的项目提供核心技术、资金以及成熟的销售渠道。龙头企业的参与促进了乡村相关领域的发展，通

过标准化的生产流程提高农村产业的竞争力[18]，也为村民创造大量就业机会。 
庄坞镇乡创共同体位于苍山县东南部，村庄以建设“中国牛蒡之乡”为工作重心，发挥资源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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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推进牛蒡、大根等特色蔬菜种植，为村庄带来产业价值和社会价值。方案设计创意来源于中国传统

牛蒡文化及风帆起伏柔和的绝佳自然环境。以牛蒡为主题的乡创共同体，建筑造型以牛蒡叶子为设计依

据，滨河的设计如牛蒡的根茎一般为四片牛蒡叶子输送养分。将六大主题空间有机分布排列，形成一个

总体错落，层层叠叠面向湖面展开的弧形建筑体。提取牛蒡叶子、枝蔓和根茎为设计元素，生成曲线型

的屋顶，如图 6 所示。当地龙头企业在乡村振兴项目中起引领创新的作用，吸引了更多的人才加入乡村

的产业建设。 
 

 
Figure 5. Panjiagou Village rural creation community scheme design 
图 5. 潘家沟村乡创共同体方案设计 

 

 
Figure 6. Zhuangwu Village rural creation community scheme design 
图 6. 庄坞镇乡创共同体方案设计 

4.4. 由新乡贤主导推动的乡创共同体——以磨山镇为例 

新乡贤是指在外工作积累了一定资本、技术以及创业经验的村民，具备较强的社会影响力并愿意回

乡参与乡村振兴项目。他们与家乡之间拥有较为深厚的情感链接，愿意将自己的资本以及经营理念投入

到家乡的发展建设中，传播创业新思路以及商业理念。 
磨山镇位于山东省兰陵县城东南，依托大蒜产业高质量发展，成立大蒜专业合作社为村庄带来产业

价值和社会价值。在乡贤的引领下，通过多产业的聚集打造极具地域特色的产业乡创共同体，如图 7 所

示。该群体对于乡村具有较强的归属感，也愿意通过努力为乡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对于乡村的可持

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5. 基于乡创共同体的六大维度 

通过对乡创共同体四条推进路径的研究分析，同时结合乡创项目的特点，笔者提出乡创共同体六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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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度对应业态及规模策划如下，如图 8 所示。 
 

 
Figure 7. Moshan Town rural creation community scheme design 
图 7. 磨山镇乡创共同体方案设计 

 

 
Figure 8. Six dimensions of rural creation community 
图 8. 乡创共同体的六大维度 

5.1. 乡情文化艺术民宿——促进城乡交互，推动旅游产业发展 

乡情文化艺术民宿以文化主题民宿的形式承载特色商业服务，依托乡村独特景观带，提供包括特色

文化民宿、乡情民宿体验、文化艺术中心以及生态友好型周边游在内的特色体验，打造文旅打卡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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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中配备现代化的生活设施，充满乡村特色的民宿用品带为游客带来舒适的住宿体验，如图 9 所示。独

特的艺术民宿是连接乡创文化和旅游资源的重要载体，带给游客独一无二的居住体验。 
 

 
Figure 9. Art guest house design of Xiaodongshan Village 
图 9. 小东山村的艺术民宿设计 

5.2. 创立乡土文创产业公社——宣传党建文史，促进文创产业发展 

乡土文创产业公社是指通过设计赋能文创产业，提供包括文化创意空间、文化遗产库、创意人才中

心以及文创电商在内的特色体验，搭建当地特色文创的产业平台。对小东山村的文化基因进行深入挖掘，

以盆景文化构建起独特的乡村文化谱系。以小东山村的“东山”为底进行创作 logo，将笔画和盆景展台

进行融合设计，展现小东山自身深厚文化底蕴，也显示盆景特色产业。将 logo 与生活中常见的咖啡以及

农产品包装袋结合，打造以乡村旅游文创产业为主的特色文创，如图 10 所示。与此同时，乡土文创产业

公社以独特的凝聚力，集聚起文化创意企业和从业者的集合体，促进乡村创意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承。 
 

 
Figure 10. Cultural and creative design of Xiaodongshan Village 
图 10. 小东山村的文创设计 

5.3. 构建乡智创客创业中心——共享创业资源，构建电商直播平台 

乡智创客创业平台是依托政府以及人才资源，构建包括创客创业论坛、创业生态系统以及创业孵化

中心在内的专业服务，综合提升乡村青年创业能力的服务平台。该平台依托当地特色产业资源，通过微

信公众号、小程序等线上平台传递基础的创业知识；在乡智创客创业平台工作室与会议室等线下平台，

邀请创业青年以及领域专家，分享行业知识以及创业经验，提升整体创业认知[19]，如图 11 所示。乡智

创客创业中心为人才创业提供了一个资源集中的平台，通过专业数字体系的搭建，构造起“家门口”的

人才创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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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1. Design of Xiaodongshan Village entrepreneurship center 
图 11. 小东山村的创业中心设计 

5.4. 建立乡亲公共服务驿站——参与公益事业，建设养老服务设施 

乡亲公共服务驿站是指深入分析当下乡村公共生活的新需求，完善相应公共设施，提供包括乡村智

慧医疗、公共智慧服务、文化体育广场以及助老服务生活圈在内的特色服务，提升乡村生活幸福感的新

型社区服务站。乡亲公共服务驿站规划了乡村的公共区域，为当地居民提供新型服务空间(建筑围合景观

广场为居民提供休闲交互空间)，如图 12 所示。构建多维度的公共服务体系，多元化的服务提供者为乡

村公共服务提供创新思路。同时，共同参与公共服务驿站的公益事业，乡亲之间可以建立起更加紧密的

社会联系，提高乡村生活的归属感与幸福感。 
 

 
Figure 12. Public service space design of Xiaodongshan Village 
图 12. 小东山村的公共服务空间设计 

5.5. 乡趣产业地域品牌——融合一二三产，构建立体价值 

乡趣产业地域品牌是指基于乡村丰富的产业资源和独特的地域特色，为乡村旅游产业设计的视觉形

象，提供包括品牌展销会、农村旅游特色小镇、地域品牌文化节以及特色产品大赛在内的特色体验，因

地制宜地打造乡镇品牌[20]。小东山村乡创共同体项目背靠兰陵县秀丽的自然景观资源，同时处于盆景草

木文化与华夏酒城文化的融合交汇之处。基于对小东山村文化的洞察与项目的理解，我们以“乐草木–

醉东山”为品牌命名。小东山村的乡趣产业地域品牌体系共分为五级，如图 13 所示。第一级品牌“小东

山”代表行政地理品牌系统，建立地域认知；第二级品牌“乐草木–醉东山”是项目平台品牌系统，建立

项目认知；第三级包含东山美宿、东山雅食、盆景咖啡、东山青创、东山优居、东山趣农、东山博览等七

个品牌组成的业态运营品牌系统，建立运营服务认知，促进一二三产协同发展。通过多级品牌系统的架

构，满足项目长期运营发展的立体需求。在乡村旅游的多维度打造全产业链，发展乡镇特色品牌，构建

立体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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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3. Regional brand design of Xiaodongshan Village 
图 13. 小东山村的地域品牌设计 

5.6. 乡建乡创体验展厅——展示地域文化，传递乡村价值理念 

乡建乡创体验展厅是指深入挖掘乡村文化精髓，提供包括历史长廊、数字展厅、艺术装置以及主题

故事沉浸式体验在内的特色服务，以生动的形式呈现乡情、乡创历程、特色产业科普以及品牌成果的展

示场所。小东山村盆景博物馆的生成呼应小东山北岸水泽万物的意向，以沉浸式体验的体验来展示乡创

成果，介绍项目孵化的品牌产品，如图 14 所示。乡建乡创体验展厅通过创造性的展示方式，为游客提供

趣味性的体验[21]，传递乡村的价值理念。 
 

 
Figure 14. Xiaodongshan Village of rural experience exhibition hall 
图 14. 小东山村的乡创体验展厅 

6. 乡创共同体的五大价值 

乡创共同体是推动产业升级、品牌营造、文化传承和生态宜居的指导策略，是促进乡村新产业新业

态发展、加强乡村生态友好和新旧融合的主要平台[22]。通过设计助力乡村振兴，最终实现乡创综合体的

五大价值：即建筑新生、三产融合、构建城乡交互、立体推动以及创新扩散，如图 15 所示。 

6.1. 建筑新生 

乡村的在地建筑记录着乡村发展的历史，是乡创历程的见证者。乡创共同体依托极具特色的乡村建

筑，在保留历史痕迹的基础上，进行合理化的再建再生，激发建筑的潜在价值[23]，使之成为乡村文化的

重要传播者。 

6.2. 三产融合 

随着数字化背景的推进，产业融合发展逐渐成为乡村发展的趋势。乡创共同体以农业为起点，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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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5. Five values of rural creation community 
图 15. 乡创共同体的五大价值 

 
至休闲、旅游、教育等板块，通过六大维度融合乡村产业，形成融合的产业发展模式。依托乡村特色产

业，形成智慧农业、乡村文旅、乡村电商等特色模式[24]，有助于持续有效推动乡村振兴的实现。 

6.3. 城乡交互 

在乡创共同体建设过程中注重乡村基础设施以及公共空间的建设，为现代消费者提供更多休憩空间。

与此同时，乡智创客创业中心为乡村创业者提供支持的平台与场地，吸引更多人才加入新时期乡村建设

的进程，为城乡深度融合发展提供契机。 

6.4. 创新扩散 

在乡创共同体的实践过程中，注重创新扩散原理的应用，注重从一个点切入的“一带多”的传播方

式，借助乡村的居民互助和消息互通特性，实现创新度接受的提升和创新点的发散。 

6.5. 立体推动 

乡创共同体共涉及艺术民宿、文创产业、创业、公共服务、地域品牌以及乡建乡创等六个维度构成，

是一个适用于多数乡村发展的多维度循环体系。从范围扩展方面来看，六个维度平行独立地专注于不同

板块发展，为乡村振兴项目的深化提供引导性方向；从深度延展方面，六个维度存在着潜在关联，互相

促进发展并填补不足，由此形成“六位一体”式的立体化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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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语与展望 

本文利用文献研究与实践探索对乡村振兴进行系统性研究。总结了在过往乡村振兴的发展过程中形

成的四种重要模式，并在此背景下通过设计创新介入乡村振兴，构建乡创共同体新模式。乡创共同体依

托小东山村、潘家沟村、庄坞镇和磨山镇的特色文化以及产业特点，从乡情文化艺术民宿、乡土文创产

业公社、乡智创客创业平台、乡亲生活服务驿站、乡趣产业地域品牌、乡建乡创体验展厅等六个维度塑

造乡村品牌，为乡村振兴的实践做出了有益尝试。通过分析，得出四条乡村振兴项目的推进路径，最终

实现乡创综合体的五大价值。小东山乡创共同体围绕盆景文化打造⼀系列⽂化体验业态，突出盆景主题

特⾊品牌形象，开发系列⽂创衍⽣品，以⽂创品牌化和产业化激活当地⽂化价值。未来在乡村振兴的实

现过程中，可以通过构建乡创共同体，促进乡村经济的多元发展和可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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