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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是象山，目前，宁波各
区（县、市）也根据自身资源禀赋
和发展基础，探索出了各具特色
的庭院经济发展模式。这些差
异化实践共同构成了宁波乡村
经济转型升级的丰富图景，为不
同条件下的乡村振兴提供了多
样化参考路径。

通过对比分析可以发现，虽
然各地具体形式各异，但在盘活
闲置资源、促进产业融合、吸引
多元主体参与等方面呈现出共
同趋势。

比如在余姚梁弄，当地依
托四明山生态资源，形成了“红
色研学+农创体验”的庭院经济
模式。

随着四明山区域路网密度
提高、品质改善，游客人次屡创
新高。梁弄镇建成“梁弄大糕”
一条街，带动村民就业、创业，全
镇全年农业特色产业总收入超1
亿元。

闲置农房开发平台“搜院”
已与梁弄镇达成合作协议，通过

“区域代理人+村集体+小院顾
问”模式开发闲置农房资源。

在横坎头村至大岭顶沿线，
遍布果园、民宿、农家乐，农户在
家门口就能创业致富。

在北仑区，作为当地海拔最
高的村庄杨岙村，探索出了“强
村公司+主理人”的盘活模式。

该村成立强村公司，统一流
转村内闲置农房 4000 多平方
米，通过“租金优惠+利润分成”
模式，吸引一批眼界宽、有情怀、
会经营的主理人入驻。

产业工人亲子研学基地、
“落”咖啡、涌泉轩农家乐等多个
新业态的出现，成功破解了偏远
乡村的“流量密码”。

鄞州区横溪镇和奉化区金
峨村则展现了“数字赋能+花木
经济”的转型路径。

留学归来的张馨予在横溪
镇打造了全实木榫卯结构的园
林式庭院“月白风清园”，积极带
动周边妇女就业。

金峨村建成奉化首个数字
化乡村，每户人家配有一个“数
字门牌”，游客扫码就能一键导
航到目的地。村里待售的精品
花木挂有“数字身份证”，游客可
轻松在线下单。

这种模式将传统花木产业
与数字技术、休闲体验相结合，
实现了产业的提质增效。

当“壹里小院”的染布工坊
里，城市青年与本地阿婆共同设
计文创产品时；当“山是海的墙”
市集上，非遗鱼拓与现代插画同
台展出时，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业
态的融合，更是城乡关系的重构。

“庭院经济”发展的三部曲
证明：乡村振兴的本质，是通过
制度创新激活要素流动，通过
文化自信重塑价值认同，通过
社群联结再造社会资本。这方
庭院里生长的，正是乡村旅游
迭代升级推动乡村共富的密
码。 记者 张晓曦

“五一”假期，隐藏在宁波各地山海之间的
小村庭院成为众多市民休闲旅游的目的地。

庭院经济作为农村特色产业“浓缩版”，将
创造优美人居环境与促进产业增收有机结合，
是推动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有效载体。

日前，在北京举行的 2025中国旅游科学
年会上，象山县墙头镇的城乡文旅共生实践作
为全国6个获评案例入选2025城乡旅游目的
地融合发展案例名单。其中，庭院经济就是一
大亮点。它与全域旅游进行深度融合，呈现了
从农家乐到民宿、再到青年社区三个明显的阶
段性变化。

同样，在宁波其他地区，庭院经济也出现
了这样的新动向。这样的改变意味着什么？
它将给乡村振兴带来怎样的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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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庭院经济1.0时代，农家
乐模式是主流。当时，村民们
将自家房屋改造成餐饮住宿场
所，业态单一且同质化严重。
服务对象集中于周边城市的中
老年群体，消费内容停留在“吃
农家饭、住农家屋”层面。

象山县墙头镇方家岙村也
曾受制于此，最初首批7家农
家客栈开张迎客，客源却跟不
上，从邻村“借”来两车游客，才
勉强开了张。

基础设施薄弱成为关键制
约——河道淤塞、道路失修、公
共配套空白。

为破局，镇村联动实施系
统性改造——

疏通河道，修建旅游集散
中心，新增9个公厕、10个免
费停车场及山间泳池等共享
设施。

环境升级推动业态扩容，
40 余家民宿形成集群效应，
最终助力方家岙村在2019年
斩获“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称号。

伴 随 宁 波 实 现 自 然 村
100%通硬化路，庭院经济迈入

2.0时代。交通网络完善重构
客源格局，城市中青年客群取
代传统中老年群体，倒逼业态
升级。

墙头镇溪里方村的转型印
证了这一趋势——村民早年通
过庭院盆景种植实现户均最高
年增收30万元，奠定美学经济
基础；随后投入500万元修缮
13幢老建筑，引入精品民宿项
目，将“庭院颜值”转化为产业
价值。

“两棵树”民宿，成为改革
创新的典型注脚——

2019年通过农村三权分
置改革，主理人以20年租期盘
活村集体轧米厂闲置用地，凭
不动产权证获贷200万元，破
解乡村投资融资难题。

民宿突破传统食宿功能，
植入茶艺、插花、读书会等文化
体验，以“空间美学+服务品
质”构建差异化竞争力，开业5
年获评省级金宿资质。

从“农家乐”到“文化宿”
的跃迁，标志着乡村庭院经
济正式跨入品质化发展新阶
段。

2024年，以墙头镇溪里方村
“壹里小院”为代表的3.0版本正
重构乡村庭院经济新格局。

这座由清光绪年间三合院改
造的复合空间，以“山是海的墙·
青年社区”为内核，打破传统业态
边界——正厅保留民宿功能，厢
房变身手作工坊，后院设置窑炉
与烧烤区，形成“住宿-生产-社
交”三维空间叠合。

其改造保留木结构、青砖墙
等传统肌理，融入落地玻璃、开放
式厨房等现代设计，实现新旧时
空对话。

区别于传统的“卖床位”，壹
里小院构建“基础服务+体验经
济+社群运营”三层盈利模型——

13间主题客房保障现金流；
联合晓筑文化、八一美术中心等
机构开发非遗课程、艺术策展、自
然研学等40余场主题活动，年创
70万元收益；窑炉披萨、咖啡简餐
等消费场景增强体验黏性。

更具突破性的是其“青年社
区主理人计划”，吸引非遗传承
人、自然导师等新乡人入驻，形成

“原住民+新乡人+云村民”三元
社群结构，通过每周常态化活动
重构乡村社会关系。

这种创新范式在墙头镇形成
集聚效应。舫前村“村里有个咖
啡馆”将废弃花木房改造为网红
打卡地，黑瓦白墙院落与桂花树
构成诗意空间，“上房揭瓦”的设
计助推其单日接待量最高突破
500人次，日销售额达1.5万元。

2025年，该店主理人再度出
手，在茶山打造了“山里有座咖啡
馆”，带动周边村民形成小吃市
集，构建“村咖+市集”共生模式。

青年创业者将传统资源与现

代需求深度融合，催生多元化文
旅产品——

海山屿窑炉面包营地以“海
风+烘焙”吸引亲子家庭，试营业
首日即满员；

大雷溪自然营地借小溪、竹
筏、荧光石子步道打造童话场景；

西沪滨海营地通过海上栈道
与非遗赶海体验激活渔文化；

今年“五一”前夕，00后返乡
大学生打造的“琴溪·等某人”茶
咖营地创新引入萌宠消费，15亩
户外空间融合老房溪流与烧烤业
态，刚试营业便引发预订热潮。

数据印证转型成效——
2024年墙头镇游客量突破

80万人次，旅游收入7800万元，
同比增长6%，新增就业80余人，
研学线月收入超30万元。年均
300场文旅活动惠及超10万人
次，形成“空间载体-文化纽带-
社群引擎”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当城市潮流与乡土文化深度
融合，庭院经济3.0正以社群力量
重塑乡村振兴DNA。

除了墙头镇的庭院经济，在
象山其他乡村，则凭借独特的海
洋资源和渔文化底蕴，发展出

“滨海运动+民宿集群”的特色
模式。

松兰山滨海旅游度假区、东
旦时尚运动沙滩、鹤浦大沙等
周边的民宿业也蓬勃发展，每
年夏天，这些地方的民宿客栈
几乎客满。

值得一提的是，象山精品民
宿项目如“三个月亮”，通过宅基
地“三权分置"改革，将给村民带
来超过千万元收入，为村集体增
收400余万元，实现了经济效益
与社会效益的双赢。

“破茧成蝶”
从同质农家乐到美学民宿的跃迁

差异化实践
为乡村振兴提供多样化参考路径

庭院经济3.0
社群驱动下的乡村创新试验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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