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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区 营 造 在 乡 村 振 兴 中 的 作 用  

— — 以 汤 溪 镇 寺 平 古 村 为 案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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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中国广袤的乡村，随着新时代的到来，农村地区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与挑战。乡村振

兴战略作为国家层面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举措，旨在全面提升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生活质量

及文化传承。文章聚焦于乡村振兴背景下社区营造的实践路径，通过社区营造激活乡村经济、提升居

民收入以及改善村民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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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vast countryside of China，with the arrival of the new era，the rural areas are facing 

unprecedented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As a major measure to promote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at the national level，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ims to comprehensively improve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quality of life and cultural inheritance in rural areas. The article focuses on the practical 

path of community construc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and activates the rural economy，

improves residents' income and improves the living quality of life of villagers through community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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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中国积极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围绕“产业

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体方

针，社会各界人才已投身到乡村建设中。本文通过汤溪镇寺平

古村这一具体案例，揭示社区营造作为一种软性资本，如何通

过提高村民的参与度和创新能力，促进寺平古村经济和社会的

双重发展。 

一、社区营造与乡村振兴的内涵价值 

1.社区营造 

“社区”指的是在地理上聚集且形成“生命共同体”的人

群；“社区营造”则是指构建人与人、人与地域之间社会心理

联系的过程。社区营造是一种以社区为中心，由居民、组织、

政府合作共同推进的基于社区参与的发展模式。其旨在通过协

作和合作来提高社区的发展水平和居民的生活质量。社区营造

作为一种乡村发展模式，其核心在于激发村落内生动力，构建

农民主体参与的组织机制，以推动乡村旅游的提质升级。日本

学者宫崎清将社区营造的主要议题划分为五个方面：人、文、

地、产和景。其中，“人”涉及满足社区居民的需求、维护和

发展人际关系以及创造生活福祉；“文”关乎传承社区的共同

历史与文化，开展艺术文化活动以及推动终身学习；“地”涉

及地理环境的保护与特色展现，以及在地性的传承；“产”指

的是社区产业与经济活动的集体经营，地产的开发与营销；

“景”则关注社区公共空间的建设、生活环境的持续经营以及

独特景观的创造。 

2.乡村振兴 

社区营造涵盖建筑学、生态学、城市规划、艺术、旅游、

社会学、社会工作等多个领域，在生态发展、灾后社区重建、

异地搬迁、社区规划等方面发挥着持续的作用。与城市社区相

比，农村社区展现出一种基于熟人关系的传统发展模式，其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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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在于重视人际关系和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值得注意的是，社

区营造并非单一的发展路径，而是涉及资产为本理念下的资产

梳理、平台搭建、目标制定到规划实施与评估等多个环节的复

合过程。它要求从乡村社区资产的角度出发，积极构建社区存

量资产再生产机制，并联合多方主体共同推进乡村社区的可持

续发展。对于乡村社区而言，社区建设在广大乡村尚未取得理

想的发展成效。那么，乡村社区建设的现状究竟如何？它面临

哪些困境？社区建设又如何能够促进乡村社区的发展，进而推

动乡村振兴？ 

本文将进一步深入探讨社区营造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及

其对就业与增收路径的影响。通过具体分析寺平古村的案例，

旨在揭示社区营造如何成为连接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本

土与全球的桥梁，并为乡村社区的全面发展提供新的思路和实

践指导。 

二、汤溪镇寺平古村的现状分析 

寺平古村始建于明代初期，毗邻九峰山风景名胜区，是一

个饱含历史沉淀与自然风光的古老聚落。这里不仅山清水秀，

更是拥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乡土氛围。在乡村振兴的大

背景下，探讨其自然资源和文化遗产对社区营造及村民就业增

收的意义尤为重要。 

寺平古村依山傍水，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赋予了它独一无

二的自然景观。群山环绕，林木葱茏，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和宜

人的气候，为发展乡村旅游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村落附近的溪

流潺潺，水质清澈，不仅滋养了一方水土，也成为吸引游客的

天然胜地。这些自然要素是寺平古村发展的宝贵资产，也是推

动社区营造和旅游业态创新的源泉。 

文化遗产方面，寺平古村历史悠久，传统建筑保存完好，

古民居、石桥和老街等元素构成了一幅生动的历史风情图。其

中，一些建筑体现了明清时期的建筑艺术，具有较高的历史价

值和文化研究价值。此外，村里还保留着传统的民俗活动和手

工艺技术，比如节庆、民间舞蹈和地方特色手工艺，这些都是

传承和发展乡村文化的重要载体。通过有效的文化挖掘和利

用，可以将这些文化遗产转化为促进村民就业和增加收入的途

径，同时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体验和学习，带动当地经济发展。 

在自然资源与文化遗产的双重优势下，寺平古村完全有潜

力打造出一条集生态保护、文化体验、休闲旅游为一体的绿色

发展路径。通过恰当的规划和科学的管理，可以使得寺平古村

成为展示乡村振兴成就的典范，让这个古老的村落焕发新的活

力，实现经济和文化的双重复兴。这不仅将提升村民的生活品

质，也将为后续的社区营造和乡村振兴策略提供宝贵的经验和

模式。 

三、汤溪镇寺平古村的社区营造实践 

社区营造不仅涉及物质空间的设计与改造，还包括文化生

活与产业经济的综合发展，这三者共同构成了社区营造的核

心。物质空间为其他两者提供了必要的基础，文化生活赋予了

其他两者以精神内涵，而产业经济则为其他两者提供了必要的

资金支持。这三者在社区营造中各自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共同

推动其发展。寺平古村的社区营造实践主要从“人、文、地、

产、景”五大方面展开。 

1.“人”的营造 

“人”是社区营造的核心，准确把握村民的需求，为他们

创造生活福祉。在社区中，集体荣誉感和传承的民俗习惯，使

每个村民都将社区视为自己的小家，从而激发他们参与社区营

造的积极性。寺平村着力挖掘地方文化，培养乡土文艺人才。

全村现有民族表演、腰鼓、秧歌、婺剧、坐唱班等 8支文艺队

伍，表演人才 120 多人，节目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推陈出

新，并频频在各级比赛中获奖，找准以村民为核心的优化治理

对策，提高村民的社区认同感，激发村民参与营造的积极性。 

2.“文”的营造 

中国有着五千年之久的文化历史，通过自下而上的文化营

造，发掘农村社区传统特色文化，并对其进行有机的延续和经

营。寺平古村将民俗文化、农耕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内容

赋能古建筑，形成 5 个展馆、8 处展廊，并打造银娘省亲、银

娘包粽子、银娘祭月踩街等活动，既吸引游客参观旅游，也普

及了乡风民俗。 

3.“地”的营造 

“地”主要是发扬当地特色，为村民和入驻成员搭建创业

平台。近年来，寺平古村在不断夯实村基础设施的基础上，吸

引了众多年轻人回村创业、扎根。寺平古村在原有建筑的基础

上进行适度的创新，注重对乡村传统元素的提炼与整合，构建

具有历史感和氛围感的建筑体系，塑造主题风貌，沿街设置店

铺，使农村社区建筑的功能空间更加多样化。 

4.“产”的营造 

三产融合发展是推进乡村振兴，实现社区营造的现实路

径。寺平古村积极推行当地特色旅游产业，为游客提供旅游服

务。21 世纪以来，寺平村先后入选浙江省“美丽乡村”30 佳，

被评为省级小康示范村、省级绿化示范村和金华市级文化特色

村、金华历史文化名村。2015 年金华启动“海外名校学子走进

金华古村落”活动，寺平古村就是第二期活动的主办地，在活

动中，直接为当地村民创收 500 多万元。 

5.“景”的营造 

“景”的营造是为了建造高品质的社区打下基础，打造既

开放又包容的社区，吸引村民共同参与营造活动，塑造场所精

神。寺平村在村庄整治过程中，古建筑保护和利用并举，有意

识地修建了白墙黑瓦马头墙的公共建筑及卵石路、石板桥、水

塘水渠的石子驳岸等，做到和村里原有的徽派建筑风格相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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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2006 年以来，先后共投入 1000 多万元，用于古建筑修复

保护、旅游景点、旅游公共设施、村庄景观及文化配套、村庄

绿化等项目，建设了旅游接待中心、停车场、休闲中心广场、

银娘井景点等设施。 

汤溪镇寺平古村通过“产、人、文、地、景”五大方面的

营造整合，在古村落中注入了积极向上的社区精神，构建和谐

发展的内生机制，促进乡村发展振兴。 

四、社区营造与乡村振兴的耦合 

社区营造，其核心在于以社区民众为主体，从居民的日常

生活入手，整合多元社会资源，激励社区成员积极参与，致力

于改善社区生活空间，促进文化产业与经济复苏，进而激发社

区的活力。这种营造过程与乡村振兴策略在多个层面展现出显

著的耦合性。 

首先，从时代背景分析，两者均是在城市化迅速推进导致

的乡村建设挑战背景下提出的。其次，它们在要求和核心理念

上存在诸多共通点，例如均强调多方参与和当地资源的高效利

用。最终，两者的目标均是在城市化进程中缓解城乡矛盾，激

发农村地区的活力，促进农业现代化。然而，需要明确的是，

不同农村地区之间存在着乡土文化、资源禀赋以及政策环境方

面的差异。因此，在借鉴社区营造的先进理念和成功经验时，

必须紧密结合本土特征，确保其实施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乡村振兴的要求与社区营造的理念存在诸多相通之处，这

为两者的融合提供了可能。乡村振兴强调生态宜居、乡风文明、

治理有效、产业兴旺和生活富裕五大方面，而社区营造则围绕

人、文、地、产、景五大发展理念展开。这种共通性使得两者

可以相互借鉴，共同探索乡村振兴的新路径。 

具体来说，乡村振兴和社区营造都顺应了国家治理的逻

辑，强调多元治理和有效治理。同时，社区营造中的“人”和

“文”理念与乡村振兴中的乡风文明相呼应；社区营造中的

“地”和“景”理念与乡村振兴中的生态宜居相契合；而社区

营造的“产”理念则与乡村振兴中的产业兴旺相一致。 

乡村振兴与社区营造的共同目标都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

谐共处，并达到生活富裕。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需要将乡

村建设与社会治理相结合，倡导社会各界的多元共治；将乡村

建设与生态产业相结合，探索可持续发展的产业支柱和优美环

境的和谐共生；同时，加强村民共同体意识的培育，创造出能

够适应乡村发展的新村民。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需要立足农民

的多元需求，充分调动农村的人文、地产、景观等资源。 

五、乡村振兴背景下社区营造实践探索的意义 

虽然乡村振兴战略与社区营造的背景各异，但两者在乡村

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具有相似性，均是在城市化浪潮中应

对乡村文化和社会结构面临的危机。通过深入剖析汤溪镇寺平

古村社区营造的成功经验，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探讨社区

营造在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作用，为我国的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有

益的借鉴。 

（一）挖掘乡村特色资源，培育特色产业。乡村振兴的关

键在于唤醒村民对自身生态资源和文化价值的认同，激发他们

对乡土的热爱与眷恋。每个乡村都拥有独特的个性和历史，因

此乡村振兴不能一刀切，而应因地制宜，深入挖掘乡村的自然

景观和文化特色，发展与之相匹配的特色产业。通过延伸农业

产业链条，发展农产品加工、乡村旅游及相关配套产业，将生

态与产业化相结合，为乡村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和增收渠道，同

时打造美丽乡村。 

（二）培育共同体意识，鼓励村民积极参与。乡村振兴不

仅要发展经济，更要激发村民对乡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借鉴

社区营造的理念，我们应培育村民的共同体意识，让他们自愿

参与到乡村振兴中来。乡村精英的回流引领和村民的积极参与

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动力。通过乡村精英的示范和引领，可以激

发村民的参与热情，形成共同参与乡村振兴的良好氛围。同时，

构建基于信任的熟人社会网络，增强村民间的凝聚力，为乡村

振兴提供坚实的社会基础。 

（三）构建多元主体共治的发展框架。乡村振兴是一个系

统工程，需要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居民等多方参与。社区营造

的经验表明，多元主体合作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基层

政府应转变职能，从管理者转变为服务者，为乡村振兴提供政

策支持和引导。同时，培育和发展非政府组织，发挥其在资源

整合、社会动员和村民沟通等方面的独特优势，为乡村振兴提

供有力支持。此外，村民作为乡村振兴的主体，应积极参与到

各项事务中来，与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共同推动乡村振兴的发

展。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应注重以下几点：一是加强乡村

精英的培育和引进，发挥他们在乡村振兴中的引领作用；二是

激发村民的参与热情，形成共同参与乡村振兴的良好氛围；三

是加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构建多元主体共治的发展框

架；四是注重乡村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实现乡村振

兴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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