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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友好型”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发展新模式
———以长沙市白箬铺镇为例

文卫民,严海岸,王 琦

(长沙理工大学
 

设计艺术学院,湖南
 

长沙 410114)

摘要:“儿童友好型”文化产业是乡村振兴发展模式之一。白箬铺镇在长沙市积极构建“儿童友好型城市”

的同时,进行了“儿童友好先行先试镇”的探索。文章基于对白箬铺镇“儿童友好型”文化产业理念及其具

体实践的深度调研,认为通过三产融合发展乡村文化产业,有助于促进乡村高质量发展,且为城郊型乡村

振兴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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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hildren-friendly"
 

cultural
 

industry
 

is
 

one
 

of
 

the
 

development
 

modes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Changsha
 

City
 

has
 

being
 

actively
 

devoted
 

to
 

construct
 

a
 

"children-friendly
 

city",
 

in
 

which
 

Bairuopu
 

town
 

as
 

its
 

"pilot
 

town"
 

has
 

conducted
 

a
 

lot
 

of
 

exploration.
 

Through
 

detailed
 

investigation
 

and
 

survey
 

on
 

and
 

specific
 

practice
 

cases
 

analysis
 

of
 

"children-friendly"
 

cultural
 

industry
 

concept
 

in
 

the
 

town,
 

it
 

has
 

been
 

found
 

that
 

the
 

integral
 

development
 

between
 

three
 

main
 

industries
 

(industry
 

engineering,
 

agriculture,
 

and
 

service
 

industry)
 

and
 

rural
 

culture
 

industry
 

provides
 

a
 

referable
 

mode
 

for
 

promoting
 

a
 

high-quality
 

rural
 

development
 

and
 

revitalizing
 

suburban
 

vill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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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

“乡村振兴战略”;2018年1月发布的中央一号

文件,鼓励发展乡村休闲农业、创意农业及乡村

特色文化旅游等产业。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

特别提出全面启动“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计

划”[1];2022年3月21日,文化和旅游部、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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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部、教育部等六部门为推动文化产业赋能

乡村振兴,发布了具体指导意见,提出到2025
年,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有效机制基本建

立,汇聚和培育一批积极参与文化产业赋能乡

村振兴的企业、机构和人才,推动实施一批具有

较强带动作用的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重点项

目……加快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提升文化产

业对乡村经济、文化及社会发展的综合带动作

用[2]。在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产业是基点,文
化是灵魂,加强城乡互动,促进三产融合发展,
应充分挖掘在地文化内涵,培育适合当地发展

的特色文化产业,推动乡村高质量发展[3]。乡

村文化产业具有整合乡村文化资源、特色资源

向优势产业创造性转化的特点,合理引入新兴

文化创意产业,可促进乡村文化振兴和产业更

新[4]。长沙市白箬铺镇率先引入儿童乐园、少
儿研学体验,发展乡村亲子游等“儿童友好型”
文化产业,走出了一条将休闲农业、创意农业与

乡村文旅三产融合的乡村振兴发展模式,为探

索特色化的乡村振兴发展道路提供了可资借鉴

的典型案例与产业融合的发展模式。

  一、“儿童友好”与乡村振兴

1996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和
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人居署,UN-Habitat)
共同发起儿童友好城市倡议(CFCI),将少年儿

童的福祉作为衡量人居环境健康水平、民主社

会文明程度和政府治理能力的终极目标。CF-
CI倡导儿童优先理念,全面保障儿童权利,鼓
励政府制定实施促进儿童发展的政策体系和公

共服务体系,从儿童的健康、教育、福利和安全

等领域,保障儿童生存、发展、受保护和参与的

权利。“儿童友好型城市”应包括四个核心要

义,即面向儿童的友好政策、友好人文、友好服

务和友好环境。发展“儿童友好型”乡村文化产

业不仅是建设“儿童友好型城市”的需求,也是

乡村三产融合发展文化产业,促进乡村振兴发

展的一种模式[5]。

(一)发展“儿童友好型”乡村文化产业是城

乡融合发展的需要

发展“儿童友好型”文化产业,既是城市发

展的需要,也是乡村振兴的需要。乡村是儿童

体验农事和对其进行自然教育的良好场地[6],
城郊乡村特别是大城市周边的乡村,拥有优越

便捷的交通区位,为城市家庭节假日出游带来

了便利,乡村儿童乐园及自然教育场地可以让

城市儿童亲近自然、了解乡村。城市儿童需要

有体验自然的“百草园”,乡村也需要城市家庭

的消费带动其经济发展,城乡之间的双向需求

促进城乡融合的双向发展,为乡村高质量发展

提供了一种可借鉴、可复制的乡村振兴模式[7]。
(二)长沙“儿童友好型城市”建设带给乡村

文旅发展契机

一个国家对待孩子的态度,决定一个民族

的未来。2015年,长沙以“儿童友好”为核心,
提出创建“儿童友好型城市”的动员令,并将其

纳入《长沙2050城市远景发展战略规划》,强调

以创建“儿童友好型城市”为抓手,从全方位的

儿童视角审视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城市、管理

城市,充分感受儿童眼中的世界,倾听儿童的需

求,呵护儿童的成长。围绕“政策友好、空间友

好、服务友好”三个方面,以公共政策、公共空

间、公共服务、公共设施、公共保障为重点,举办

多场“儿童友好”宣传推广活动,让每一个人都

成为“儿童友好型城市”的体验者、创建者、见证

者。长沙市作为全国首批“儿童友好型城市”,
在建设好“儿童友好型城市”社区的同时,也给

城郊的乡村带来了良好的发展机遇[8]。
(三)依托“儿童友好型城市”发展“儿童友

好型”乡村文化产业

白箬铺镇地处长沙市望城区西南部,属于

长沙湘江新区“半小时经济圈”内,是城乡融合

发展的核心区。据2017年统计,全镇总面积

106平方公里,拥有耕地面积42
 

823亩,下辖

10个行政村,1个社区居委会,总人口4.6万

人。镇域内自然环境优美,森林覆盖率高,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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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突出,适合发展城乡融合文旅产业。2011
年,连接长沙市主城区与宁乡县的城市主干道

“金洲大道”开工建设,“金洲大道”东西贯穿白

箬铺镇,使得白箬铺镇交通区位优势更加明显。

2020年,镇政府把握时机,以长沙市创建“儿童

友好型城市”为契机,结合白箬铺镇自身优越的

地理位置与生态环境,出台了《白箬铺镇创建儿

童友好先行先试镇工作方案》,将“儿童友好”与
乡村振兴的建设紧密联系起来,谋划特色亲子

游、儿童乐园等项目发展乡村文旅产业,打造

“白箬之光”区域公共品牌,创建三产融合的乡

村振兴示范镇,在“儿童友好型”乡村振兴的道

路上走出了一条特色化的发展道路。

  二、白箬铺镇依托“儿童友好型”文化产业

促进乡村高质量发展路径探析

  白箬铺镇依托长沙市“儿童友好型城市”建
设,优先发展“儿童友好型”文化产业。近十年

来,出现了以光明村为核心区域的“光明蝶谷·
飞鸟乐园”“松鼠谷”“贝拉小镇”等儿童游乐园

项目,基于白箬铺镇建设“儿童友好先行先试

镇”的总体目标,一些乡村农场将农业生产与自

然教育相结合,发展“儿童友好型”乡村文化产

业,为城乡儿童提供乡村自然教育体验园,这种

将生态儿童乐园与乡村自然生态研学发展相结

合的“儿童友好型”文化产业,为乡村提供了一

种可资借鉴的乡村振兴发展模式[9]。
(一)三类“儿童友好型”乡村文化产业促进

乡村振兴发展

白箬铺镇依托的“儿童友好型”乡村文化产

业主要有三种类型:第一类是当地村委会引资

兴建的文旅项目。白箬铺镇首个“儿童友好”主
题文旅项目是光明村集合社会资本于2014年5
月建设开园的“光明蝶谷”项目,围绕该项目建

成了湖南省首家集蝴蝶饲养、蝴蝶工艺品制作

以及昆虫科普教育、研究、观赏、摄影为一体的

大型主题生态公园,这里成为省内外少年儿童

来长沙的必游之地。“光明蝶谷”持续良好的收

益坚定了白箬铺镇以发展“儿童友好型”文化产

业全面推动乡村振兴的信心,当地村委会在前

期儿童文旅项目的资本及经验积累基础之上,
开启了“光明松鼠谷”项目。2016年5月该项

目开启后,这里成为父母陪同儿童旅游时争相

前去打卡的地方。2021年3月,光明村再次引

入“飞鸟乐园”项目,创办的“光明蝶谷·飞鸟乐

园”,让“儿童友好型”乡村文旅再次腾飞。第二

类是文旅企业在城郊乡村创办的大型商业性儿

童游乐项目。最具代表性的是由湖南贝拉小镇

旅游管理有限公司投资约18亿元建设的“贝拉

小镇”(已于2017年10月开园),总规划占地面

积约3平方公里,该项目一期占地约800亩,投
资近5亿元。第三类是植根于乡土,以城市家

庭亲子游以及校园团建、自然教育研学为主要

业务的乡村创客农场与休闲体验园,具有代表

性的乡创项目有:莓妃传新概念乐园农场、白鹭

户外营地、溪云耕读书院、奇奇果园、赛健农业

园等,此类新型乡创项目吸引了许多城市父母

带着孩子前来接受自然教育、传统国学教育以

及体验乡村户外休闲、乡村种植采摘活动等,乡
村产业在第一产业(农业生产)的基础之上融入

第三产业(农业休闲服务业)的发展,使乡村产

业得以振兴[10](如表1所示)。
(二)创立“白箬之光”乡村公共品牌,提升

公共品牌附加值

白箬铺镇创立“白箬之光”公共品牌,整合

镇域范围内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源、产业资源,
以“儿童友好”为核心理念,塑造公共品牌的影

响力,以提高在市场中的品牌议价权,形成可持

续的发展动力,吸引更多人士参与到“白箬之

光”公共品牌建设中,为生态共同体的建设奠定

了良好基础。为了配合“白箬之光”品牌建设,
白箬铺镇成立了“白箬之光”乡村创客服务中

心,孵化本土基于“儿童友好”的乡创企业,聚焦

政策友好、空间友好、服务友好、参与友好,使白

箬铺镇成为“儿童友好”的高地,进而成为全国

“儿童友好先行先试镇”的典范。“白箬之光”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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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中心通过帮助本地乡村的农业、文化、教育、
科技和旅游五个板块的乡村企业,完成了发展

“儿童友好型”乡村文化产业的转型[11](如图1
所示)。

 

表1 白箬铺镇“儿童友好”相关文创文旅项目情况表

“儿童友好”相关文旅企业 主要“儿童友好”项目及特色 面积/亩 投资额 服务年龄

村镇集体

企业

光明蝶谷·飞鸟乐园

光明村松鼠谷

集蝴蝶主题观赏、放飞、养殖、展览,儿童游乐,亲子体验

及各类飞鸟观光、互动体验、研学旅行的主题乐园

松鼠主题生态旅游、亲子互动、休闲度假、科普教育

470

300

15
 

000万

8
 

000万

3-18岁

3-15岁

招商文旅

企业
贝拉小镇

全国首个最大的无动力设备亲子乐园,集户外手工体

验、户外职业体验、儿童综合素质教育于一体

800

(一期)

5亿元

(一期)
5-18岁

本地创客

创办企业

莓妃传新概念农场

白鹭户外营地

溪云耕读书院

奇奇果园

赛健农业园

稻田抓鱼、草坪运动会、动物喂养、追鸡赶鸭、泥巴作坊

户外露营、攀岩、儿童成长教育、户外运动、企业团建

乡村公益图书馆、耕读体验、24节气农耕体验、家庭教育

奇稷自然学堂、水果采摘、鱼塘垂钓、农家餐饮

农业种植、自然教育研学体验、果蔬采摘

100

50

80

300

760

500万(租赁)

400万(租赁)

300万(自建)

1
 

500万

458万

5-12岁

12-24岁

10-18岁

6-18岁

6-18岁

白箬之光

文化

农业

旅游

科技
教育

白箬之光
乡创中心

图1 “白箬之光”乡创中心品牌logo
 

及服务范围

“白箬之光”公共品牌建设旨在让镇域范围

内的每一个乡村、每一个乡村企业、每一个文旅

项目都可以“发光”,同时也使全面推动乡村振

兴的每一个参与者和见证者都“发光”。白箬铺

镇人民政府各级机构密切协同各高校等参与乡

村建设,全面推动乡村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
(三)闲置土地变身“百草园”,促进儿童自

然教育研学
 

在长沙市“儿童友好型城市”工作领导小

组、长沙市自然资源与规划局的指导下,白箬铺

镇根据“儿童友好先行先试镇”的定位,以自然

教育实践为“儿童友好”产业发展的重要途径。
“白箬之光”乡村创客服务中心下设白箬铺镇

“儿童友好”自然教育孵化中心,协助乡村创客

基于“儿童友好”理念进行基地改造和设施改

善,引进自然教育专业团队,研发具有本地特色

的儿童自然教育课程,培养本地自然教育人才,
利用社区集群优势发展优质客户资源,从而构

建白箬铺镇“儿童友好”自然教育综合体,助力

乡村振兴[11]。
白箬铺镇将“儿童友好”理念融入自然教

育,发展乡村文化产业,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

银山。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我国乡村旅游

发展迅速,乡村未加开发的自然环境吸引着城

镇居民前往休闲游憩。乡村蕴藏着丰富的动植

物资源,幽静的树林、清澈的泉流、生态多样的

湿地,都可以开辟为自然教育的天然场所[12]。

同时,乡村还可以结合本地特色种植养殖产业,
发展家庭亲子游、少年儿童研学、休闲农业体验

等文化产业项目,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白箬铺

镇以打造省级乡村振兴示范镇为目标,明确“生
态立镇、旅游兴镇、项目活镇、人才强镇”的战略

规划。
自然教育是指在自然实践中倡导人与自然

和谐关系的教育,包括自然知识型教育、自然体

验型教育、自然游学型教育以及自然研究型教

育。作为连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
的自然教育重新出现在人们视野中,为乡村建

设和教育提供了新思路。乡村拥有丰富多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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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原生态的动植物散布在乡村每一个

角落。随着城乡融合的逐步发展,城乡结合部

的乡村拥有交通便利与自然资源丰厚的双重优

势,成为开展自然教育、体验研学的极佳场所,
这大大拓展了城市儿童自然体验活动的场所。
白箬铺镇依托儿童乐园(光明大观园),将周边

乡村闲置的田野、树林、湿地、池塘进行整合,以
乡创企业与农户结合的形式,发展儿童自然教

育研学服务,给当地种植养殖户带来更多的休

闲农业附加值。这种将传统种植养殖、农产品

加工与少年儿童自然教育研学相结合,发展乡

村民宿与餐饮配套服务业、就地消费乡村绿色

生态农产品的模式,可以增加农产品附加值,促
进居民收入增长,乡村产业得以兴旺发展,许多

外出打工的年轻人纷纷选择回乡创业,他们为

乡村的可持续发展带来活力,乡村也得以全面

振兴[13](如图2所示)。

劳动体验
土地认养

养殖+研学
种植+研学

手工艺
农产品

农家餐饮
民宿

乡村亲子游
儿童乐园

在地体验销售
土特产外销

自然教育

“儿童友好”

休
闲
农
业

乡
村
旅
游
业

乡村
产业

加工

种养

销售旅游

服务

图2 依托“儿童友好”相关文创产业促进

乡村振兴发展模式

(四)依托儿童乐园,促使闲置房产变身乡

村民宿

城市家庭在“光明蝶谷·飞鸟乐园”游玩之

余,也希望在乡村住宿,体验乡村风情。于是,
一座以乡村民宅为基础,将闲置民宅进行创意

改造而运营的“慧润·蝶梦山谷”民宿园区于

2017年9月应运而生。民宿区紧邻“光明蝶

谷·飞鸟乐园”,采用民宿投资方负责出资改造

乡村闲置房产,运营方与村民合作经营民宿,线

上线下统一定价,风险共担,让村民在家就能够

得到民宿经营分红及日常工资,构建投资方、运
营方与村民共同致富的合作模式。

  三、以“儿童友好型”文化产业助推乡村全

面振兴实践

  长期以来,白箬铺镇以“儿童友好型”相关

文旅产业为重点发展方向,创建湖南省首个“儿
童友好先行先试镇”,依托“儿童友好型”文旅产

业高质量发展,在“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

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大方面全面推动乡

村振兴,形成了一条可借鉴、可复制的乡村发展

之路。白箬铺镇出台了《白箬铺镇创建儿童友

好先行先试镇工作方案》,将乡村振兴和儿童关

爱紧密联系起来,在村镇社区、学校及“儿童友

好”书屋等场所设立试点,并基于“儿童友好”广
泛设立研学体验试点;将镇域范围内的各“儿童

友好”游乐项目集结起来,创建
 

“儿童友好”活
动基地,创办乡村创客服务中心与自然教育孵

化中心;将日常乡村生活与“儿童友好”主题活

动连接起来,如开展“白箬之光”最美全家福征

集评选活动,举办“儿童友好”自然教育论坛等。
经过全镇党员干部、社区工作者、乡创企业员工

及村民的共同努力,打造了一个将产业、生态、
文化紧密联系且焕发出勃勃生机的“儿童友好

先行先试镇”,为发展“儿童友好型”乡村文旅事

业带来了示范效应[14]。近十年来,白箬铺镇走

出了一条依托城乡融合发展“儿童友好型”乡村

产业的特色化乡村振兴之路。
(一)产业兴旺:村企、乡村创客共用“白箬

之光”乡村公共品牌促进产业发展

政府引导村企、乡村创客按照“种养、加工、
销售、旅游、服务”五位一体的融合发展模式,发
展与“儿童友好”相关的乡村文创、休闲农业以

及乡村特色文旅,促进乡村产业兴旺发达。白

箬铺镇依托前期“儿童友好”主题乐园,将光明

蝶谷·飞鸟乐园、贝拉小镇、松鼠谷等儿童乐园

整合成光明大观园景区,成为湖南省首座以儿

童游乐为特色的国家4A级景区,并以光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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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园4A级景区为核心,将儿童自然教育及乡

村种养研学引入该镇的每一个乡村、每一户农

家,让村民都可以在“儿童友好”自然教育相关

产业中获得高附加值收益,做强亲子乐学主题,
促进城乡人才、资金、土地等要素均衡发展。同

时,白箬铺镇为打造国内养老主题特色小镇,出
台政策吸引城市人才、资金,发展休闲康养协同

发展的乡村振兴新格局[15]。
(二)生态宜居:村民、村企协同高校及公益

组织共同建设“美丽屋场”
一方面,白箬铺镇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发动

村民出钱出力,由上级政府、地方村镇、村民各

出资三分之一,共同打造乡村社区“美丽屋场”。
乡村道路及公共设施由政府统筹设计建设,村
民房前屋后则主要由村民负责,建设好的“美丽

屋场”全部转归村民管理,村民建设过程热情高

涨,创造了许多精品创意庭院。另一方面,引入

高校、社会团体、村民等共同创建乡村“美丽屋

场”。高校专业团队依据村落的历史文化与特

色进行规划设计,并具体指导村民进行庭院建

设,使原有村落变成“百步有花园,处处有景观”
的“美丽屋场”,乡村人居环境得到巨大改变。
同时,村委会从源头对广大乡村存在的生活污

水问题进行管控与处理,经过鱼塘退养及水体

生态修复等末端净化,处理后的污水变成农业

灌溉水源,乡村水环境得到根本性治理,精心打

造生态水环境。
(三)乡风文明:创建乡村免费图书馆与乡

村体验耕读书院以共创乡风文明新风尚

古山村村民文三引入中国人民大学“爱故

乡计划”项目,并将“爱故乡驿站”落户白箬铺

镇,自费购书上万册,将自己新建别墅改造成乡

村免费图书馆,取名“溪云耕读书院”。该善举

旨在给村里孩童提供一个舒适、安静的阅读和

学习环境,改变了部分村民打牌赌博的陋习,不
少村民、孩童一有时间便在溪云耕读书院读书,
听专家讲座。一座免费图书馆改变了乡村民

风,乡风文明深入人心;溪云耕读书院还定期邀

约文化艺术名家为城乡少年儿童开展公益读

书、音乐及绘画艺术分享会,促进城乡少年儿童

更加深刻地理解文化艺术创作源于生产生活。
溪云耕读书院为不同年龄阶段的儿童安排不同

的体验活动,引导其认识自然,培养其克勤克俭

美德,使其体会农家生活乐趣。该项目的开展

既带动了乡村产业发展,又助推了乡村文化振

兴,得到了城乡家庭一致好评。
(四)治理有效:村民“共商共建美好家园”

构建有效治理措施

为了治理乡村生态环境,村镇启动了“美丽

屋场”建设。为提高村民自主参与“美丽屋场”
建设的积极性,邀请村民参加“共商共建美好家

园”系列活动,经过多次“屋场夜话”与“巾帼夜

谈”活动后,村民对创建“美丽屋场”有了更加深

入的认识,纷纷踊跃捐资捐工,凝聚了干群关

系,使得政策上行下达,行政治理有效。
(五)生活富裕:共同富裕理念旨在让每一

位村民感受到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白箬铺镇基于“儿童友好先行先试示范镇”
的创建模式,设计了相关模式框架图(如图3所

示)。白箬铺镇在发展过程中,始终坚持共同富

裕的目标,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

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始终将促进全体人民

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让广大人民群

众有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让村民生活更加

充实、更有保障、更加美好。

  四、结语

依托“儿童友好型”文化产业融合创意农业

促进乡村振兴发展是乡村实现城乡融合、城乡

互补发展的重要途径,久居“钢筋混凝土丛林”
的城市居民,对乡村清新的自然空气、天然的青

山绿水、健康的绿色食品有着极大需求,城市儿

童也希望在田野上自由地开展乡村自然教育,
体验乡村种植与收获的乐趣[16]。乡村则需要

城市人群的消费来促进乡村产业的发展,这种

来自城市与乡村的双向需求,不仅促进了城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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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友好型”乡村文化产业 “白箬之光”乡村公共品牌

图3 白箬铺“儿童友好型”乡村振兴模式框架图(图片来源:作者绘制)

融合,也推动了乡村文化产业的大发展,给我国

乡村振兴的高质量发展带来了示范效应[17]。
白箬铺镇经过一年多

 

“儿童友好先行先试镇”
的探索实践,乡村生态环境得到了根本性改变,
实现了“美丽屋场”全覆盖;通过外部引进青年

创业团队与动员本地返乡青年创业相结合,与
当地村民一起发展“儿童友好型”文化产业,培
养了许多农创、文创人才;激发了当地村民的内

生动力,坚持共同富裕理念,全面实现了乡村产

业、生态、文化、组织、人才的全面振兴;白箬铺

镇依托“儿童友好”自然教育进行的乡村文化产

业发展模式,为城郊型乡村振兴提供了一种可

资借鉴的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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