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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清市梅溪村文旅产业 SWOT 分析
陈方伟　杨凝炼　滕宸颉　卢红辞 

（温州科技职业学院，浙江 温州 325006）

摘要：本文结合实地调查，对梅溪村文旅产业发展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四方面进行详细分析，对梅溪村文旅产业做出总体研判。

发现该地文旅产业已获得多项荣誉、具有一定的市场知名度、是政府重点打造乡村振兴示范带重点建设区域等较大优势，同时也总结出

该地交通不顺畅、旅游体系尚未成熟、运营人才缺失等劣势。梅溪村面临着各级政府的鼎力支持、旅游消费未来潜力巨大、微度假时代

已经来临等外部机会，同时也将面对消费者对旅游的体验感要求越来越高、耕地非粮化、非农化政策严格执行等外部挑战。本文在此基

础上确定了梅溪村打造“一个有声音的历史文化名村”作为自身定位，并提出“状元故里 音画梅溪”对外宣传口号，同时围绕让顾客“听

说过”“愿意来”“留下来”“玩起来”“带回去”，乡村“活起来”、村民“富起来”7 个方面来设计提高梅溪村文旅产业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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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溪村位于乐清市城中西部，东接石帆街道，南连乐成街道

城北社区，北临淡溪镇，西与永嘉县毗邻，始建于五代年间，面

积 2890 亩，海拔 50 余米，全村 292 户，1139 人，是南宋状元著

名爱国政治家、文学家王十朋故里，是温州市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村内民族风情浓郁，环境优美，历史性建筑物突出，文化底蕴深厚。

近几年该村传承状元文化，以人文景观为依托，以生态山水画卷

为思路，构建了以农业观光、文化休闲为主的“农旅 + 文旅”乡

村旅游体系。

一、SWOT 分析

（一）优势分析

1. 积累了一定的市场知名度。近几年梅溪村举办了“打大

猫”“梅花节”“荷花节”“汉服秀”、国学讲堂、汉式婚礼、

开笔仪式等系列文化活动，建成了梅溪草堂、王十朋纪念馆、“廊

桥风荷”荷花池等文化地标，并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艺活动，

打响状元文化品牌，成为乐清市的一处文化坐标。

2. 获得多项荣誉称号。梅溪村入选为 2016 年度浙江省美丽乡

村特色精品村，2018 年度浙江省高标准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示范村，

浙江省“一村万树”示范村，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公布第二批国家

森林乡村（2019 年），第六届全国文明村镇称号（2020 年），王

十朋故里景区获评国家 3A 级旅游景区，是温州市的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打大猫”走街民俗被列入乐清市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作名录。多项荣誉称号的获得为梅溪村乡村旅游产业的发展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3. 是乐清市乡村振兴示范带重点建设区域。乡村振兴示范带

建设是温州市委市政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工作。“红色传

承·状元寻根”是乐清市 4 条乡村振兴示范带之一，其中淡溪镇

梅溪村作为状元王十朋故里，自然地理环境良好，文化旅游资源

丰富，是打造淡溪状元文化省级旅游风情小镇的重点区域。

4. 多个项目在建，旅游资源逐步丰富。目前总投资额 1000 万

元的状元文化产业一条街项目、斥资 1500 万元投建的梅溪书院项

目和本村企业家投入 1.2 亿元兴建的“梅溪里”高端民宿项目——

梅溪里庄园、状元文化广场等项目均在开工建设，建成后的梅溪

旅游资源更加丰富，将对文旅产业提升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5. 地理位置具有优势。梅溪村离乐清市区直线距离 10 公里，

距虹桥镇 9 公里，距离动车站绅坊站 5.6 公里，地理位置具有优势。

另外距离中雁荡山、凤凰山和水岩景区等旅游景点距离较近，具

备借力发展的先天优势。

6. 村庄规整且生态资源保护好。梅溪村整村即为一块平地，

主要公路在村庄外围，未穿过整个村庄，保留了一份美丽田园的

静谧感。同时村庄内没有工业污染，农房高楼林立，错落有致，

村庄建设井井有条，卫生环境清新优美，发展乡村旅游基础条件好。

（二）劣势分析

1. 交通不便。梅溪村地处淡溪镇西方位，距离动车站 5.6 公里，

但公共交通并未涉及，再者梅溪村打车不便，适合自驾游，减少

了一些依托公共交通出行的游客，同时也降低了一定的客流量。

2. 尚未形成成熟的旅游目的地。梅溪村的旅游产品还不够丰

富。虽有荷博园、凤凰山、王十朋故里景区、梅溪书院等多种丰

富的景观，但目前只有梅溪草堂对外常年开放，荷博园的梅花也

缺乏精心打理、长势观赏性一般；其次是王十朋纪念馆中，“状

元家宴”“打大猫”“梅花节”“荷花节”“汉服秀”“国学讲堂”“汉

式婚礼”“开笔仪式”等活动也只是一年中的某个时间节点举行，

当地的民宿产业也未开发好。对于游客来说，只有在一年中的某

些时间节点才能在梅溪村获得稍微丰富的旅游产品，但常态化的

旅游产品并不丰富，这限制了梅溪村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3. 现有的旅游项目未成体系。梅溪村已拥有荷博园、梅西草堂、

王十朋墓、梅溪文化公园、王十朋纪念馆等旅游项目景点，但尚

未将这些点串联成线，项目点比较分散，且多为静态观赏类为主，

未让旅客多种感官器官得到体验和放松，同时梅溪村发展模式单

一，未将旅游资源、民族风情、生态环境充分融合，还未形成专

门的梅溪村旅游体系。

4. 缺乏乡村旅游产品运营人才支持。目前在梅溪村乡村旅游

主要是靠村干部带头参与进行经营管理，对外宣传仅限于网络图

文，并未开发专有的官网网站或公众号，且尚未发挥市场的力量

引入一些手工艺品艺术家以及旅游服务产品的专业化运营团队，

乡村旅游整体开发缺乏活力。

5. 配套设施有待完善。梅溪村吃、住、行、游、购、娱六要

素不够完善。周边没有民宿和较多的餐饮店，缺乏旅游的伴手礼

和当地特色产品开发，未开发晚间游乐景点和设施，消旅游产品

单一，这大大减低了旅游的经济效益，致使梅溪村发展缓慢。

6. 村庄整体环境有待提高。梅溪村内的农房尚未进行整体规

划设计，一些农房比较破旧，某些屋前房后还存在脏乱现象，每

家每户的庭院并不精致，部分村庄河道存在富营养化污染。作为

旅游村，梅溪村的村庄整体建设力度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7. 投资乏力，体制有待完善。政府难以在短时间内投入大量

资金，也并未引进其他行业进行投资，景点管理体制未建立，例

如“梅溪书馆”没有人管理，内部环境不够整洁，游客可随意进出，

触碰书馆里的物品，可能会损坏景区形象。

（三）机遇分析

1. 各级政府的鼎力支持。近年来，乐清市各级政府高度重视

旅游业的发展，并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梅溪村作为南宋状元

王十朋的家乡，是温州市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15 年政府响应

淡溪镇党委、政府建设“状元小镇”号召，全面提升村庄环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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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景点。积极开展“无违建村”创建，全力投入“美丽乡村”

精品村建设和浙江省农房改造示范村打造；成功申报《打大猫》《王

十朋传说》等非物质文化项目，政府的鼎力支持为梅溪村旅游业

的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

2. 旅游消费未来潜力巨大。按照全球休闲与旅游业发展的一

般规律，一个国家当人均 GDP 达到 000-5000 美元，就将进入休

闲消费、旅游消费的爆发性增长期。2019 年国民经济数据出炉，

我国 GDP 总量接近 100 万亿元人民币，按年平均汇率折算，人均

GDP 达 10276 美元。城市出游力指数是指该城市居民旅游消费支

出占该城市居民消费总支出的比重。根据《中国旅游消费大数据

报告 2018》示，2018 年国内居民出游力指数达到 17.8% ，旅游消

费大众化已成为趋势。我国消费结构从总体上已经从生存型向发

展和享受型过渡，这为旅游消费的快速增长创造了条件。

3. 微度假时代已经来临。长途旅行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因此，

微度假旅游逐渐成为游客的首选出行模式。游客希望能够利用周

末、五一等小长假或是其他的碎片化时间，就近出游，放松身心，

实现度假的目的。微度假凭借提供和打造距离近、时间短、品质

高的旅游产品，在众多旅游模式中脱颖而出，也让旅游行业迎来

了新的时代。作为大众休闲旅游的热点，微度假逐步成为旅游业

未来重要的发展模式以及游客消费趋势，其模式具有四个特点。

梅溪村可以吃微度假时代的红利，可以获得一些梅溪村周围游客

的青睐，同时也给了乐清人看看家乡景点的机遇，对于梅溪村来

说这是很大的机遇和挑战。

（四）挑战分析

1. 自然环境破坏。建筑楼房，开发各类项目，使水质和空气

等环境生态变差，在一定程度上破坏的生态的多样化，对后续的

发展带来不利。

2. 消费者对旅游的体验感要求越来越高。80 后、90 后消费者

正迅速崛起，他们是新中产的主力人群，有着强大的消费力，但

对商品、体验和服务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呈现出需求个性化、体

验至上、注重精神消费等消费特性。旅游是身心均衡的重要消费

领域，新一代消费者对于旅游的体验感要求更高，目前梅溪村的

旅游产品开发距离新一代消费者需求还有较远的距离。

3. 耕地非粮化、非农化政策严格执行。2021 年的一号文件重

点强调要坚决守住 18 亿亩耕地红线，严禁违规占用耕地和违背自

然规律绿化造林、挖湖造景，严格控制非农建设占用耕地，深入

推进农村乱占耕地建房专项整治行动，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

防止“非粮化”。在发展乡村旅游过程中，还需要增加花草或具

有特色的种植产品以增加趣味性，严格的耕地政策对乡村旅游的

发展可能会带来新的制约。

二、总结

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对于乐清梅溪村来说，是

优势大于劣势，机会大于威胁，只要继续深挖旅游资源，突出文

旅融合，能实现文旅产业整体提升。

三、对策建议

（一）总体思路

 围绕梅溪村“状元故里”这张金名片，充分挖掘梅溪村特有

的“状元文化”“田园文化”“民俗文化”“耕读文化”“廉洁文化”，

结合乐清特有的“山歌文化”，“六化融合”，打造一个有声音

的历史文化名村，力求成为代表乐清这座以音乐命名县城重要文

化地标。

梅溪村对外宣传口号：“状元故里 音画梅溪”。

（二）市场定位

1. 差异化定位。打造一个有声音的“状元故里”，区别于温

州目前市场上其他历史文化名村。

2. 产品定位。成为一个让顾客因为“状元文化”慕名而来（听

觉），看得到诗画般田野风光（视觉），感受静谧的休闲时光（触觉），

感悟王十朋状元严谨治学、廉洁为公的高尚情操，学唱乐清山歌（听

觉），品尝当地状元牌美酒（嗅觉）美食（味觉）。

3. 消费者人群定位。

（1）亲子游家庭。吸引家里有幼儿园、小学阶段的家庭利用

寒暑假、周末及五一等节假日过来亲子游。

（2）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作为政府官员、企事

业单位管理者暨党员的廉洁教育基地，同时也作为疗修养、举行

一些学术研讨会议的基地。

（3）中小学学生。作为周边乐清市中小学爱国教育、研学教

育的课外实践基地，同时开发暑期夏令营及其他研学活动项目满

足中小学生文化教育需求。

（4）旅行团游客。作为外地游客游览雁荡山前后的歇脚点，

感受乐清的山海文化和文化习俗。

（5）青年消费者。作为上班族、大学生群体释放压力、休闲

游憩、打卡地，同时成为中学生群体沾沾状元喜气、祈求学业有

成愿望的圣地。

（6）老年人群体。吸引老年人群体在盛大的节日过去参观，

提高人气和口碑。

（三）具体策略

围绕让顾客“听说过”“愿意来”“留下来”“玩起来”“带

回去”，乡村“活起来”、村民“富起来”7 个方面来设计提高

梅溪村文旅产业对策建议。

1. 加强宣传推广。首先要注重与旅行团的合作营销、加强活

动推广、开通梅溪村自媒体账号加强宣传、加强与有影响力人物

合作交流，使更多的顾客“听说过”。

2. 丰富旅游产品。设计梅溪村卡通形象代言人“小状元”、

重点区域村庄农房墙体进行彩绘、推进美丽庭院建设、打造网红

打卡点——爱情和学业许愿树和民俗文化常态化体验点，使更多

的顾客“愿意来”。

3. 深挖旅游产品内涵外延。开发状元文化研学活动和发展民

宿及其他配套产业，使顾客愿意“留下来”。

4. 提升旅游产品体验性。首先可以推广民俗活动，增加传统

文化的趣味性、重建书院，增设沉浸式体验服务、实施“我是小状元”

活动体验、开展亲子“寻宝行”活动，让顾客尽情“玩起来”。

5. 开发伴手礼。推广状元酒、状元糕点花卉系列产品、开发

状元文化类玩偶、笔记本、书签等产品，使更多的旅游产品被顾

客“带回去”。

6. 加强乡村市场化运作。创新运营、营销、收益模式，引入

乡土人才入驻，使梅溪村“活起来”。

7. 引导村民参与乡村旅游建设。鼓励村民参与民宿经营、承

包相关项目运营，实现共同“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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