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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乡村复兴是在乡村经济繁荣基础上的乡村精神文化的重建,包括乡村景观、产业、生态、文化的复归及农民生活品质

的提升。通过对重庆市万州区凤凰茶乡凤凰村乡村公园建设的实证研究,认为乡村旅游对推动乡村经济社会发展和自然

人文环境重塑从而实现乡村复兴具有重要作用。以凤凰茶乡发展乡村旅游的资源条件和乡村发展面临的问题分析为基

础,通过完善配套设施和旅游功能区建设打造乡村公园,乡村公园模式扩展强化了凤凰茶乡乡村旅游产业链,从而有效推

动凤凰村乡村景观、文化、产业、意象的重塑和复兴,并使乡村对城市形成一种有效的“乡村文化”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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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目前有近50%的人口生活在乡村,即使今后中国城市化水平提高,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将有数亿计

的人口生活在乡村,因此农业和乡村的发展转型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领域的优先问题而受到政府和学术界的

关注[1-4]。中国在经历了较长时间的经济高速发展后,随之而来的是广大乡村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地区乡村产生

了一系列问题,例如农业发展滞后、农村空心化严重、老龄化现象严重、留守儿童多和环境污染严重等。导致了

乡村地区经济、社会和空间结构的变革,传统的乡村文化解体,以及乡村空间结构的重塑[5-7]。中国的乡村地区

由于没有工业化积淀,在发展中一直扮演着单纯经济贡献的角色,乡村地区一直承担着对城市的人口、土地等资

源输出的重任,造成乡村生产资源严重流失。由于缺乏环境与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使得原本就在快速工业化、城
镇化中受损的乡村环境变得更加脆弱[8]。致力于乡村建设工作的梁漱溟先生一直强调,中华文化的根在乡村,
“新中国的嫩芽必须从旧中国的老根———乡村———中长出来”。因此,人们需要从过去的注重城镇化建设、经济

增长数量转移到更加注重乡村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建设的新视角上来,进而促进乡村地区文化的复兴。
“乡村复兴”一般被认为是对传统“乡村转型”概念的提升,对此张京祥等人对“乡村复兴”提出了两个方面较

为完整的基本内涵:其一是外在涵义,乡村在城乡聚落中的重要地位,让乡村回归乡村,使其在文化传承等方面

发挥重要作用并与城市平等地进行互补支持;其二是内在涵义,即在城乡平等的互补关系下,乡村内部能在经

济、人居、治理和村民生计等方面实现自给与繁荣[9-11]。但目前的研究多是以东部区位较好的乡村为视角进行分

析[12-13],还没有对西南地区的乡村复兴路径进行剖析,并且缺乏基于乡村旅游视角的乡村复兴建设研究。
乡村复兴不仅是城乡平等的互补关系和乡村繁荣的实现,还应与美丽乡村建设结合起来,在乡村经济繁荣

的基础上促进乡村文化的繁荣和农民精神文化的重建,实现乡村景观、产业、生态、文化质的复归及农民生活品

质的提升,促进区域资源环境的保护和乡村的可持续发展。目前中国西南乡村地区资源丰富但生态脆弱、经济

发展水平低、乡村人口特别是贫困人口多、散居的村落与传统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相伴生、新农村建设存在盲目

性等,这些现象都严重制约着生态文明建设和乡村的复兴建设。基于此,本文以重庆市万州区凤凰茶乡凤凰村

的乡村公园建设为典型案例进行探析,从乡村空间、旅游、产业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对以乡村旅游建设带动乡村复

兴为路径的乡村公园模式进行剖析,进而为西南地区乡村复兴建设的模式与路径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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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区及其乡村发展概况

1.1区位与自然环境概况

表1 研究区土地利用现状表

Tab.1 Landusestatustableofthestudy

用地类型 用地面积/hm2 用地比例/%

农村宅基地 43.1  6.07

道路交通用地 7.2 1.01

耕地 213.4 30.05

茶园 36.1 5.08

草地 76.3 10.74

林地 327.7 46.14

水域 6.4 0.90

总用地 710.2 100.00

凤凰茶乡位于重庆市万州区太安镇的东北部(封三彩图1),距重庆第二大城市万州城区30km,距离重庆主

城区约300km。该区总用地面积710.2hm2,包括耕地213.4hm2、草地76.3hm2、林地327.7hm2 及部分茶

田、农村宅基地、道路交通用地、水域等(表1),属于丘陵槽坝地带,地形以山地为主,地势呈东南向西北倾斜,整
体地形北高南低,西高东低,地貌以低山、丘陵、低中山和山间平地为主,少量分布有平坝和台地。凤凰茶乡为亚

热带湿润季风气候类型,四季分明,日照充足,雨量充沛,无霜期长,霜雪稀少。年均日照时数1484.4h,年均降

水量1243mm,夏季平均气温22.5℃,森林覆盖率86%,负氧离子含量达到5.3万个·cm-3。当地拥有高山茶

和大坡梯田两大旅游资源:温润的气候使该地适宜种植高山茶叶,目前有茶田面积达36hm2,因而被誉为凤凰茶

乡;茶乡内拥有上万亩的大坡梯田。区域内常年鲜花盛开,植
物中特色古树有金桂树、檬子树、皂角古树、榔榆古树等,年代

久远,观赏价值高。海拔950~1068m,地质结构稳定,无重

大自然灾害发生,具备旅游开发的条件,并适宜发展休闲度

假、夏季纳凉避暑等旅游项目。田园风光、农耕文化等乡村资

源特色突出,资源匹配度好,旅游资源禀赋高,可利用此特点

发展具有深度内涵和品质的乡村旅游产品,填补重庆及其周

边区域高品质乡村旅游点的空白。但由于凤凰茶乡属于远离

都市区的边远山区,区位条件较为闭塞,经济社会发展落后,
旅游经济长期未能得到有效发展,无法形成规模化、产业化的

旅游产业链,未能给当地带来较大的经济效益。

1.2乡村发展存在的问题

凤凰茶乡的主要乡村为凤凰村,村内现有住户618户,2235人,全村以传统农业为主,为西南山区较为典型

的山地传统村落。在中国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的背景下,凤凰村凸显出了以下一系列严重的乡村衰落问题:

1)乡村经济发展落后。当地农业自然资源条件较好,但生产条件比较落后,第二产业资源条件较差,致使第

一、二产业发展水平低,而第三产业发展长期处于初级阶段,居民的收入来源主要为农作物种植和外出务工。经

济增长缺乏动力,村民增收困难,青壮年大多外出务工,劳动力缺乏,空心化现象严重,“住宅空置”和“一户多宅”
的现象突出,土地资源撂荒和浪费严重。2011年凤凰村全村农民人均纯收入4223元,远低于2011年重庆市农

民人均纯收入6480元,为西南山区较为典型的贫困乡村。

2)社会公共服务供给严重短缺。全村在乡村旅游发展前均未使用天然气,村民生活燃料主要使用薪柴、煤
和电。全村无集中供水设施,村民生活用水以地下水和山泉水为主。村内的生产路基本为土质路面,且大部分

土质路面现状较差。由于行路难、用水难、社会保障缺失等问题,农民无力解决,限制了村民生活质量的提高。

3)乡村环境破败,污染严重。村内现有农房大多为村民外出务工获得收入自发修建,形象较为平淡且无规

模,缺乏整体建筑风貌统一感,建筑分布凌乱,无整体群居感和系统的居住绿化设计及人性化的街道设施,从而

影响整体乡村风貌。村内排水设施不健全,村民生活污水未经任何处理直接排入农田、沟渠或自然冲沟,且农村

生活垃圾污染严重,严重影响着居民的生产生活及乡村应有的闲适田园景观特色和意境。

4)乡村传统文化缺失。村民文化素质普遍偏低,导致思想观念陈旧落后,陈规陋习和封建迷信仍然支配着

相当一部分村民的思想和行为。村内留守的大多是老人、儿童和妇女,乡村传统文化生存空间受到严重挤压,传
统文化、风情等逐渐消失,乡土文化活力逐渐丧失。

2乡村公园模式———乡村复兴的重要路径

乡村的复兴应该从发展乡村生产、提高村民的生活品质和质量开始,没有乡村经济的发展和乡村生产力水

平的提高,就没有村民生产生活方式的现代化。为助推农民增收致富,统筹凤凰村乡村风貌、土地利用和产业发

展,复兴乡村应有的生气和文明,凤凰村确立了乡村旅游“一业突破”的发展路径,将乡村旅游作为富民主线和扶

贫支柱:1)从实际出发,明确乡村服务设施、居民点等各项建设用地布局。并注重乡村发展的自身规律,在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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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关系下,挖掘乡村独特的社会、文化价值,整合乡村居民点,将乡村旅游产业发展和新型乡村社区建设相结

合,把凤凰村建设成为与乡村旅游相配套的现代化乡村凤凰社区。2)在乡村统一规划的基础上,对乡村旅游资

源进行整合,把凤凰茶乡建设成以凤凰社区为中心,集自然观光、田园农耕、农家活动、风土民俗和休闲养生等多

项功能为一体的总面积达15.3km2 的大型公共开放型旅游度假场所———乡村公园。并通过乡村公园建设带动

乡村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进而有效推动凤凰村的乡村复兴。

2.1乡村公园的概念及特征

乡村公园是凤凰茶乡依托地域范围内的乡村旅游资源,将乡村自然风光、田园景观、农耕文化、农业设施、农
家活动、乡村聚落和风土民俗等乡村景观资源整合,通过科学地规划建设,充分挖掘其中的观光、游览、休闲价

值,为游客提供领略乡村田园风光、体验农事劳作、了解风土民俗和回归自然需求而建立起来的公共开放型旅游

度假场所。乡村公园与一般公园相比有如下特征:1)天然性。以真实的乡村自然景观为主,少有人工修饰痕迹,
更符合人性,满足游客回归自然的需求。2)生态性。生态环境更佳,负氧离子含量更高,食品及水质原生态,适
合开展对环境要求较高的养生、度假、养老等项目。3)特色性。乡村特色明显,田园文化氛围浓厚,与城市景观

形成鲜明反差,满足城市居民寻找乡愁的心理需求。4)综合性。乡村公园拥有较完整的乡村旅游产业链的综合

产业支撑体系,可以带动乡村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根据凤凰村自然生态与人文资源禀赋特点,乡村公园由中心区、服务区、过渡区和外围区4部分组成:1)中

心区为凤凰社区,为社区居民和旅游者提供公共服务,各种公共服务设施集中分布;2)凤凰社区周边为由社区居

民开设“农家乐”组成的服务区;3)服务区外围为过渡区,分别依托自然、人文旅游资源建设4个文化景观公园,
包括以古祠堂文化为主的宗祠文化园、以大坡茶田景观为主的茶岭贡茶园、以乡土民俗体验为主的民俗生态园

和以幽静园林为主的乡村隐逸园;4)过渡区以外为外围区,建设以梯田景观为主的田园农耕公园区,形成一个集

观光、休闲、度假、避暑、康体养生和农事活动体验为一体的完整的乡村公园旅游区(封三彩图2)。

2.2乡村公园的建设路径

2.2.1整合乡村居民点,完善乡村公园基础设施 乡村旅游的发展首先应加强乡村基础设施及旅游配套的建设,
提高乡村旅游的品位和综合接待能力。为把凤凰村建设成为与乡村旅游相配套的现代化生态型美丽乡村,当地

对乡村的建筑风貌、居住空间及基础配套设施进行了统一改造整合:第一,改造乡村建筑风貌。通过政府引导,
农民参与,结合传统建筑风貌,规划上突出民俗民风的特点,创建了具有凤凰村特色的居民点。第二,统一规划

乡村居民点。以“耕作半径不超过1800m”为原则,以“向地势平坦、交通便利地段适当集中”为指导思想,在选

址中,从可利用的土地资源条件出发,充分与自然条件结合,依山傍路,不占和少占耕地,使集中居民点的规划科

学合理。把原有散居及“一户多宅”住户统一规划集中居住,形成了3个集中居民点(表2),为乡村公园建设节省

了大量土地资源。第三,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安全卫生的供、排水系统和能源系统,硬化了

21km乡村道路,并在集中居民点建设村级公共服务中心,配备文化活动室、图书馆、社保、警务室等用房,设置

幼儿园、卫生站、全民健身设施、公共厕所、邮政、垃圾收集点等便民服务点,把凤凰村建设成与乡村公园相配套、
环境优美、服务设施健全的现代化美丽乡村凤凰社区,为乡村公园建设打下坚实基础。

表2 凤凰社区规划集中居民点情况一览表

Tab.2 ThecentralizedsettlementslistoftheFenghuangcommunity

规划集中居民点名称 选址地点 用地规模/hm2 规划人口/人 规划户数/户

丁家楼子集中居民点 东南部 3.1 465 93

乐堂寺集中居民点 中南部 2.8 350 70

姜家老屋集中居民点 西北部 2.6 320 64

总计 8.5 1135 227

占总规划人口数比例/%  59.74

2.2.2传承乡土文化,建设乡村公园特色功能区 为打造凤凰茶乡乡村旅游的品牌效应,经过专家论证和旅游规

划,最终以乡村公园建设为乡村旅游发展核心,对特色的旅游资源进行整合,按照观光、休闲、娱乐、体验等不同

旅游功能进行乡村公园的功能区建设:1)将乡村旅游资源中的梯田景观、古树、果园等规划建设为集梯田观光、
农事体验功能为一体的田园农耕园;2)对大坡茶田、贡茶园、森林、花谷、茶叶加工厂等资源进行改造,建设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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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休闲度假、茶文化体验、茶叶采摘等多项功能为一体的茶岭贡茶园;3)将林下花园、杜鹃花海、古栈道、幽静山

谷等景观进行改造提升,建设成为具有隐逸文化体验、古代乡村生活体验、花谷游憩等多项功能的乡村隐逸园;

4)新建或恢复建设山顶观景平台、登山游步道、鼓楼、寺庙等自然及人文旅游景观,建成具有登山游憩、民俗活

动、宗教祈福等功能的民俗生态园;5)对已有的古祠堂、明清老宅、防御古楼等人文景观进行改造提升,建成具有

游览观光、祠堂祭祖文化体验等功能的宗祠文化园。最终形成由5个各具特色功能分区组成的乡村公园乡村旅

游景区(图3),成功打造乡村公园模式的乡村旅游品牌。

注:1~16:由梯田观景平台、花韵梯田、采摘园、劝农园等组成的田园农耕园;17~23:由古祠竹林、司南古祠、老家风物馆等组成的宗祠文化园;

24~33:由凤凰头、凤凰绿道、太平鼓楼、天子爷庙等组成的民俗生态园;34~53:由大坡茶田、茶文化广场、茶海客栈、茶叶风情街、贡茶馆、凤凰茶庄

等组成的茶岭贡茶园;54~70:由菊花谷、菊苑、幽居茅庐、养心花谷、多彩树林等组成的乡村隐逸园。

图3 乡村公园功能分区图

Fig.3 Functionzoningmapofthecountrypark

乡村公园的建设扩展强化了乡村旅游产业链,为当地村民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村民大量地从事“农家乐”、
纪念品销售等旅游服务工作,并建设林果和无公害蔬菜产业基地供应旅游景区,收入实现大幅增加,对发展乡村

旅游高度认同,为乡村经济繁荣和乡村复兴奠定了良好基础。自从2011年凤凰茶乡乡村旅游快速发展以来,凤
凰社区居民人均纯收入从2011年的4223元增加到了2013年的8293元,两年内增长了近1倍。2013年全年

接待游客达20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2200万元。
乡村经济的快速发展有效推动了美丽乡村建设,凤凰社区实现了乡村污水处理设施全覆盖,农村生活垃圾

集中处理率达到100%,人居环境指数大幅上升,交通、通讯、能源供应等配套设施建设水平大幅提升,乡村人与

自然和谐相处,自然资源与环境得到有效保护,传统民俗得到恢复,古建筑得到保护,村民精神文化生活丰富多

彩。实现了乡村经济、文化、社区服务和治理的可持续发展,彰显出乡村旅游带动乡村建设的价值,把原来的贫

困偏远乡村建设成为富有乡村风味的重庆市首个大型开放式旅游度假区,获得了“中国美丽田园”、“全国美丽乡

村建设示范村”、“重庆市魅力乡村”和“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等荣誉称号,被国家发改委等7部委确定为“全国

乡村旅游扶贫重点村”,凤凰村的乡村复兴初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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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乡村公园建设推动乡村复兴的效应

乡村公园的建设以科学和艺术原则为规划设计指导,以完整的旅游产业链为支撑,相比一般乡村村容村貌

更加整洁,景观更加精致优美,品位更加清雅怡人,突破了单一的文化视觉展示方式,满足游客游憩、观赏、消费、
度假、环保和教育等功能要求,可以用旅游活动来展现活的乡村文化。因此,在乡村公园乡村旅游建设模式下的

图4 乡村公园促进乡村复兴示意图

Fig.4 Schematicdiagramofthecountryparkpromoteruralrenaissance

乡村特色更加明显,田园文化氛围浓厚,宗祠

文化园、茶岭贡茶园、民俗生态园、乡村隐逸

园和田园农耕园等五大公园区的自然及人文

景观相辅相成,能够完整有效地实现乡村景

观、文化、产业和意象的重塑,进而有效带动

乡村的复兴(图4)。对中国西南地区乡村旅

游发展及乡村复兴建设具有借鉴价值。

3.1乡村景观重塑

凤凰茶乡自然环境优美,旅游资源丰富,有众多千年古树,连片的高山贡茶园、壮观的梯田,三峡库区最大连

片的杜鹃花海等。在已有的景观资源基础上进行了乡村景观的再造升级,推动乡村公园的田园农耕园和茶岭贡

茶园两大功能区建设,把景区已有旅游资源茶园、梯田、古树、杜鹃花海等进行重塑,纳入到乡村公园片区统一规

划建设,并保持当地乡村旅游资源与乡村风貌的协调,在景观营造上注入乡村和田园文化元素,提升乡村旅游意

境和内涵,实现乡村景观的优化升级。严格控制在茶田和山脊线等区域建房,统一规划建设出一批特色乡村院

落,将建筑做成景观,营造出一种优美、和谐、宜人的乡村景观。

3.2乡村文化重塑

乡村复兴的核心是乡村文化的重塑和复兴,凤凰茶乡有着丰厚的文化底蕴:以古祠、防御古楼为代表的体现

了深厚古建筑文化的明清建筑遗存,以及丰富的民俗、茶歌、饮食文化等。这些都是乡村文化重塑的源泉和乡村

复兴实现的基础。凤凰村以生态文化为核心,规划建设乡村农耕文化、茶歌文化、隐居文化及特色饮食文化,并
对宗祠、古楼等古建筑及民俗加以保护和重建,统一规划为乡村公园的乡村隐逸园、宗祠文化园和民俗文化园,
实现乡村文化的重塑。在规划过程中结合茶、梯田农耕等本地特色文化,提升休闲的品位和档次,举办三峡茶文

化节、三峡乡村旅游节、三峡帐篷节以及三峡茶乡放歌等知名节会;组织开展采摘茶叶、认养杜鹃花、手工炒茶、
搭建帐篷和春节登高等一系列富有乡土文化风情的活动;组织记者、作家、画家、摄影家等采访、采风、写生,描绘

乡村美丽风光,挖掘农耕、茶、梯田、桂花、古楼等历史文化内涵,实现乡村旅游品位的大幅提升。逐步对城市地

区形成一种有效的“乡村文化”输出。

3.3乡村产业重塑

凤凰茶乡乡村旅游快速发展以来,凤凰社区居民先后开设多处“农家乐”,并结合地方特色开发了多种风味

独特的农家美食。目前景区开设的“农家乐”达36家,可同时容纳2200余人用餐,仅2013年7月和8月旅游总

收入就多达500万元。美景、美食、风土人情等乡土文化成为乡村公园中最具深远影响力的地域文化;发挥资源

和区位优势,将特色种、养殖业与农耕文化、乡村休闲旅游相结合,建设了林果和无公害蔬菜种植基地,并开展以

农业产业观光为主的游园活动,包括水禽养殖观赏、林果观赏等;建立特色农产品、蔬菜和水果加工产业;鼓励返

乡农民工回村创业,以小额贷款、个人筹资和群众入股等模式发展。在乡村公园的快速建设下,当地以生态产业

为依托,逐步形成茶叶、大米、大枣、核桃、百合、金槐六大生态产品的产销一体化,使茶叶、大米、小蒜、百合等农

特产品华丽转身为特色乡村公园旅游商品。

3.4乡村意象重塑

乡村复兴不仅是乡村景观和文化的保留和重现,更应该是乡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乡村景观

意象和乡村文化意象的重塑。凤凰村在迁建、集中居住规划的同时对村民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宣传教育,
提升村民的文化素质水平,提高村民对传统文化及乡村自然资源和环境的保护意识,进而重塑人们心中传统优

质的乡村意象。同时,现有乡村意象会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游客的增多而不断注入一些新的文化元素和符

号,从而带来新的乡村复兴文化。
乡村公园模式带动乡村旅游快速发展,凤凰村日渐繁荣,乡村公园和乡村复兴相辅相成,乡村公园带动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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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和美丽乡村景观的建设,并在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促进乡村的复兴;而乡村复兴塑造了乡村公

园的“乡土、乡味、乡情、乡韵”独特魅力和现代化的乡村意象,为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持续有力的支持。

4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通过对重庆市万州区凤凰茶乡凤凰村乡村公园建设的实证探析,阐明了乡村公园建设对乡村自然、
人文景观重塑和促进乡村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乡村复兴的路径。在乡村公园的带动下,凤凰社区充分彰显了巴渝

乡村本应具有的特色和价值,并通过吸引城市游客向乡村流动,从而对城市形成一种新的“乡村文化”输出,是一

种有效的乡村复兴建设发展模式。
发展乡村旅游业能充分利用地方资源,把原来的劣势变成优势,让农民最直接地享受旅游带来的效益。乡

村旅游的蓬勃发展能够吸引工商资本向乡村转移,引导城市经济文化向乡村辐射,进一步扩大农民的就业机会,
带动乡村经济社会的发展,进而推动乡村的逐渐复兴。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已进入到了“后半场”阶段,能否完成

城镇化、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很大程度在于“三农问题”的解决,只有使乡村的制度和文化建设深深扎根于乡村土

壤,成为乡村居民生产生活的一部分,才能对乡村的复兴发展起到积极性和建设性作用。乡村复兴并非传统文

化的全盘继承,更不是与传统文化的彻底分离完全移植西方工业化和城市化带动乡村发展的模式,而是要立足

于乡土文化传承,以文化为魂,让乡村文化成为乡村旅游持续发展的动力,让创新成为乡村复兴不竭的源泉,并
吸收几千年来乡村发展的积极成果,创新乡村文明复兴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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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robeintoRuralRenaissancefromthePerspectiveofRuralTourism:
aCaseStudyontheCountryParkConstructionofFenghuangVillagein

WanzhouDistrict,ChongqingMunicipality

WANGChaochao1,LIXiaokun1,LISainan1,XIELing2,JIANGJiajia1,TANGXiongying1

(1.CollegeofGeographyandTourism,ChongqingNormalUniversity,Chongqing401331;

2.SchoolofEnvironmentandResources,GuangxiNormalUniversity,GuilinGuangxi541004,China)

Abstract:Ruralrenaissance,thespiritualculturereconstruction,basedontheruraleconomicprosperity,includesthereturnofrural
landscape,industry,ecology,culture,andtheimprovementoffarmers’lifequality.ThroughtheempiricalresearchofFenghuang
village,namedasteavillageofFenghuangofWanzhoudistrictinChongqingmunicipality,theresearchmaintainsthattherural
tourismplaysanimportantroleinpromotingruraleconomicandsocialdevelopmentandremodelingnaturalandhumanisticenviron-
mentsoastoachieveruralrenaissance.Thearticle,basedonanalysisofruraltourismresourcesandruraldevelopmentproblems,

suggeststhatthecountryparkcanbeachievedthroughtheconstructionofsupportingfacilitiesandtourismfunctionalareas.What’s
more,thecountryparkmodelcanextendandstrengthentheruraltourismindustrychain,knownasteavillageofFenghuang,so
thateffectivelypromotestheremodelingandrejuvenationoftherurallandscape,culture,industryofFenghuangvillage,andform
aneffectiveoutputof“ruralculture”fromcitiestoruralareas.
Keywords:ruraltourism;ruralrenaissance;teavillageofFenghuang;Fenghuangvillage;country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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