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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就龙塘新模样

融创助力乡村振兴这样走
龙塘是融创中国深度参与乡村振兴的案例之一。 2018 年

融创中国联合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进驻帮扶 ，2019
年全村脱贫成效检查通过，2020 年帮扶成果移交，2021 年融创宣
布继续支持龙塘乡村振兴工作。

曾经被千米海拔深山“封印”，大部分青壮年流失到广东、福
建、浙江、北京打工，老幼留守、村落衰败、年关冷清的百年老寨，
复活了。

推动乡村产业结构优化

建立合理的产业体系，成为
改变乡村现状，实现乡村振兴的
主要抓手之一。 融创在龙塘村的
帮扶过程中发现，此前因为交通
闭塞，龙塘保留了良好的自然资
源，且有完整的苗寨村落风貌和
苗族的人文环境，具备做文旅乡
村的基础。

而融创自身在文旅产业方
面有技术优势和运营基因。 因
此，“文旅切入”成为龙塘乡村振
兴的第一落点。 融创依据龙塘自
然人文资源，定制了“观光游+苗
乡生活方式深度体验”的多层次
文旅产品体系。

常年在雷山县城打工、老房
闲置的村民文武家和另外一家
贫困户的房子被融创与友成基
金会帮扶项目组整体翻修，改造
成荷塘雅苑、粮仓楼，做成了示
范民宿。 并因此带动了村里 15
户村民相继自发改造了自家老
房子，开起民宿和商店。

融创又联合知名设计师孟凡
浩建造了“龙塘山房”这一高端民
宿 IP， 和村民家的民宿形成产品
错落搭配。大体量民宿形成配套，
龙塘的村容、道路、居住设施也得
到规划、修整和升级，龙塘也具备
了接待游客的前提条件。

改造好“硬件”，经过企业自
身资源和平台导流，大量游客涌
进龙塘和村民们一起过上苗年、
鱼冻节。 预计 2021 年全年，龙塘
接待游客数量将突破万人，为龙
塘带来 300 万元左右的收入。 有
了客流和知名度，再加上文旅产
业建立之后部分青壮年回归，龙
塘的产业被真正激活。

建立产业体系是融创乡村振
兴模式的抓手。通过文旅切入带动
一产、二产，龙塘形成了旅、农、文

乡村“新三产”的跨界深度融合，用
产业化思维推动了龙塘产业结构
优化。 通过产业带动，一方面增加
了农民收入， 并打造经营性收入、
工资收入与财产性收入的多样化
增收体系；另一方面，调动了村民
参与乡村建设的积极性，形成安居
乐业的乡村新生活方式； 此外，还
通过产业化运作， 增加了公益触
点，拓展了公益场景，让更多人有
机会参与到乡村振兴中。

建设乡村治理体系

2018 年 12 月， 龙塘乡村旅
游专业合作社成立。

合作社组织开展了生态稻米
种植和销售试点工作， 文远胜和
另外 6名村民积极响应。 今年他
们种植的 6.9亩红米，5.4亩香米，
预计产值可达 11.7万余元。 除了
村里的经营性收入， 种地的收入
也提高了，又可以陪着家人孩子，
文远胜的生活有了富足感。

组织村民开展生态稻的种植
和销售试点，推动农业产业的生态
化发展之外，融创和友成基金会帮
扶项目组还以合作社为基础，带动
成立了非遗发展小组、社区应急响
应队、导赏员小组、民宿发展管理
小组等， 通过一个人带动一批人，
通过一批人影响一村人。

合作社资金互助小组也在
融创与友成基金会的推动下成
立。 通过资金互助的方式解决村
民在生产经营和生活提升方面
碰到的资金问题，同时又将利息
收入归还于龙塘，用于敬老社员
的生活改善。

龙塘的生产、管理方面有了
组织协作体系，过去农户自给自
足、 各自为战的状况被改变，村
民之间再也不是“小散”关系。 通
过生产经营管理培训、职业技能
培养、资金互助，龙塘的村庄治

理能力也得到提升，有能力的村
民也可以在新的体系中找到位
置，发挥更大作用，村民有了成
就感和可持续运营能力。

融创认为， 乡村振兴模式
中， 产业是实现目标的路径，人
则是一切的基础和源点，通过人
才培养激活人的因素，才能激活
乡村的内生动力，推动乡村产业
和治理体系的可持续发展，这是
融创乡村振兴模式的关键。

推动人文宜居生态

乡村和城市的主要差距体
现在现代化程度上，但乡村的生
产生活方式都具有其独特性，大
量民风民俗和建筑风貌还带有
文化的传承功能，需要被充分尊
重，这是融创开展乡村振兴工作
的原则性前提。

因此，融创在乡村振兴模式
中，会先对乡村的资源和文化进
行摸底和系统梳理，做因地制宜
的文化激活， 不搞标准化设计，
不建“欧洲村”，不盲目推进现代
化，重点做人居改造和历史人文
特色景观带的打造。

在被帮扶之前， 龙塘村委会
主任文冲有一个心愿： 改造之后
的龙塘仍“保持原有的生活形态，
不走过于商业化道路， 而是做成
一个苗家生态核心博物馆”。

龙塘帮扶建设期完成并运
营迄今的一年内，文冲的愿望实
现了。 龙塘的传统习俗和文化被

相对完整地保留下来， 苗年、鱼
冻节、吃新节等重要节日比以前
更加热闹，游客们来到龙塘和村
民一起跳芦笙、 抓鱼、 斗鸟、拔
河、赛苗歌、斗牛，还喝上了村民
自酿的米酒。 住吊脚楼、深度体
验龙塘的民俗文化已经成为最
吸引游客们的旅游项目。

通过乡村振兴复活传统村
落和文化，提供一个区别于城市
的美好生活样本，这是融创做乡
村振兴看到的另一层重要意义。

推动下一代看见美好

乡村化的生活方式和城市生
活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分， 但乡村
的教育资源和城市的差距却显而
易见。因此，教育帮扶是融创乡村
振兴模式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在教育扶智方面， 融创将英
苗培养计划带进大山， 用教育的
力量让龙塘的未来焕发生机，嫁
接自身文旅及文化资源，打造“一
进+一出+全面探访” 的助学模
式，更深度、长线地为龙塘等乡村
的孩子提供多样化教育支持。

针对乡村学校教育设施、教
学器材等硬件和课程落后、信息

“软资源”鸿沟两大方面的不足，
融创一方面通过捐赠教学器材、
改善学校设施，提升学校的课堂
教学质量；另一方面通过募集网
上名校精品课程， 搭建英苗书
屋，邀请部分师生代表走出大山
体验外面的世界， 开拓师生视

野， 建立信息获取渠道和意识；
此外，融创还通过教育基金方式
给具备特定条件的学校、学生提
供更多维度支持。

通过教育帮扶，让乡村的孩
子亲身体会到爱心的温暖，发现
更美好的世界，对未来抱有信心
和希望，这是融创做乡村振兴的
一点心愿。

乡村振兴是融创社会公益
事业的重点，也是融创作为头部
企业的社会责任。 融创成立 18
年来，一方面在国家的城镇化发
展中投身城市共建，为城市发展
和美好生活贡献应尽力量；另一
方面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在脱贫
攻坚基础上助力乡村振兴，打造
乡村振兴示范样本，推动乡村的
现代化和城乡融合发展。

从城市到乡村， 代表着融创
建设美好中国的使命升级。 截至
目前，融创中国已累积投入 2.5亿
元投入“筑梦原乡”计划，深度参
与了 13省市 21 个乡村的脱贫帮
扶和乡村振兴， 利用融创自身技
术优势、平台优势、产业资源，通
过抓好文旅切入、产业带动、人才
培养、人居改造、文化激活、教育
帮扶六个落点， 推动乡村的产业
优化升级、 可持续发展、 生态宜
居、教育普惠，实现产业振兴、人
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
织振兴“五个振兴”。 并形成一套
模式可复制、村村有不同、发展可
持续的融创乡村振兴模式， 为助
力美好生活而奋斗。 （于俊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