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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旅游业可持续发展驱动乡村振兴的实证分析

−以杭州市龙坞镇乡村旅游特色小镇为例

李睿文1，陈　炜2，朱泳琦2

（1.   甘肃农业大学管理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2.   福建技术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1）

摘　要：  【目的/意义】推动乡村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实现乡村旅游业振兴的必然要求，研究乡村旅游业的

可持续发展，以期为健全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机制，推进乡村生态循环性保护提供相应依据。【方法/过程】以杭

州市龙坞镇为例，通过实证研究与文献分析，研究其发展现状与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乡村旅游业建设与发展的优化

路径。【结果/结论】研究发现：杭州市龙坞镇在特色化小镇可持续发展进程中面临特色产业持续性发展动力不足，

乡村旅游规划与管理能力有待提高、乡村旅游数字化平台运用实效不强、乡村旅游项目的个性化设计性力度偏弱等

困境，随着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全面发展与建成，乡村小镇需要基层组织在政策和上级领导的引导下，在乡村进行多

方位、多元化建设，应通过发挥乡村旅游产业功能，助力乡村经济发展，将乡村旅游产业与乡村经济发展紧密结合，

推进乡村旅游规划的合理机制发展，加强文旅融合发展性建设，优化乡村旅游数字化平台建设，进而发挥乡村治理

的可持续性引领和保障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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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Meaning】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tourism  in  the  new  era.  The  study  o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could  provide  the

corresponding basis for perfect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echanism of rural tourism and promoting the cyclic protection of

rural  ecology. 【Methods/Procedures】By  taking  Longwu  Town  of  Hangzhou  City  as  an  example,  its  development  status  and

existing  problems  were  studied  through  the  empirical  research  and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then  the  optimization  path  for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were  put  forward.【Results/Conclusions】The  findings  were  as  follows:  Longwu

Town of Hangzhou was faced with the difficulties in the proces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aracteristic towns, such as the lack

of  motivation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aracteristic  industries,  the  ability  of  rural  tourism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needed  to  be  improved,  ineffective  use  of  the  digital  platform  for  rural  tourism,  and  weak  personalized  design  of  rural  tourism

projects. Therefore, with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and comple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new era, it was necessary for

the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  in  the  rural  towns  to  carry  out  the  multi-directional  and  diversified  construction  in  the  countryside

under the guidance of policies and superior leadership, including that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functions of rural tourism industry to

help  the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losely  integrating  the  rural  tourism  industr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nomy,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reasonable mechanism of rural tourism planning, strengthening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culture

and tourism, and optimizing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platform of rural tourism, thus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sustainable gui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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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guarantee role of rural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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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是含有生产、生活、生态、文化的自然社会

经济体，能够达成与城市、镇域互相促进，共同发展

的目标，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乡村兴则国家兴，

乡村衰则国家衰”[1]。我国在大力推进乡村振兴，努

力实现城乡共同均衡发展的同时，乡村旅游业也在蓬

勃发展。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

划（2018－2022 年）》中指出：“结合各地资源禀赋，

深入发掘农业农村的生态涵养、休闲观光、文化体验、

健康养老等多种功能和多重价值”[2]。但从整体的实

践来看，我国乡村旅游业在推进乡村振兴的发展中仍

然面临相应的困难和挑战，如还存在政府的治理能力、

治理方式有待提高，农民对乡村旅游业的建设参与度、

乡村生态循环性保护力度、特色产业持续性发展动力

有待增强等，因此亟须把握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业发

展二者间的内在的逻辑关系，寻找出新的发展路径。

特色小镇作为一种微型产业集聚区，具有细分高

端的鲜明产业特色、产城人文融合的多元功能特征、

集约高效的空间利用特点，在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和新

型城镇化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从特色小镇的乡村旅

游业推进乡村振兴的角度来看，相关研究将其发展模

式分为 3 个层面。（1）在经济层面，特色小镇的发

展主要体现在产业发展、就业创新和增长模式上，其

既是经济层面发展的重要载体，也是乡村振兴战略在

经济层面具体化的体现[3]。（2）在社会层面，特色小

镇的发展主要体现在社区治理、民主决策和文化保护

上。（3）在环境层面，特色小镇致力于改善生态环

境，例如通过绿化、河湖治理、垃圾分类等方式，实

现垃圾减量化和资源化，提升乡村环境质量。这就要

求其在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实

现可持续发展。未竟问题是如何在乡村发展面前保持

均衡发展的理念，这种理念是以人为本，注重经济、

社会和环境的和谐发展。特色小镇的发展模式实现了

经济、社会、环境的良性互动，使其能够在实现自身

发展的同时，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贡献应有的力量。

关于如何推动乡村旅游业的整体建设这一课题，学界

也从多维度展开了讨论，部分研究者认为发展乡村旅

游业能够对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起促进作用[4]；推

动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对发展乡村旅游业有重要作用，

而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会促进乡村旅游业循环式前进[5]；

乡村旅游发展可以充分发挥绿色产业创新潜力，激发

活性生态动能，运用机制助推共同富裕[6]；乡村旅游

业可以通过与财政政策相互融合来达到提高当地居民

的生计能力的基本目标[7]；通过试点性质改革，能够

使得乡村旅游业在数字经济时代持续性发展，以此探

索创新型的发展路径[8]。综上所述，当前学界对于乡

村旅游业的成效研究较为丰富，但是对乡村小镇可持

续发展的研究相对较少。

杭州市龙坞镇具有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优质的农作

物，其充分利用了特色小镇的优良自然环境和资源，

开启了“特色茶镇”，同时吸收和融合了一定的外部

要素，构成了“一带、两廊、六区”的布局，这样既

形成了具有一定竞争力的产业链，又能满足乡村振兴

战略的要求。在社区治理方面，龙坞镇政府通过打造

活力创新的共富窗口，提升了“千年茶镇，万担茶乡”

的活力，并致力于实现“隐逸山水中，悠游诗画境，

雅居茶园间”的美好愿景，是乡村小镇可持续发展的

典型代表。基于此，本文通过探讨乡村振兴背景下龙

坞镇特色小镇的旅游业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优化路

径，旨在为全国乡村旅游业的可持续性发展提供理论

借鉴和政策建议。 

1    乡村旅游业可持续性发展助力乡

村振兴的理论阐述

有研究指出，乡村旅游业的可持续性发展助力乡

村振兴是一个“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动态发

展过程。换言之，在乡村旅游业持续发展的带动下，

乡村的产业值域得到增加、人才归集加速得以实现、

当地的特色文化活力得以重生、乡镇的生态保护趋于

平稳、规范的组织能够得以建设，这些都是推动乡村

振兴的内生动力。

按照资源基础理论的假设来说，乡村也具有不同

的有形和无形的资源，这些资源可以转变成为一种独

特的能力。要将乡村视为资源的集合体，将目标具体

到资源的特性和其特有的战略要素上，以此来达到能

够解释乡村可持续的优势[9]。优质、异质的本地资源

则是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有力保障，但在乡村旅游

业发展的实际过程中能否将其转化成为稳定且持续的

内生驱动体，则更是其关键的所在[10]。随着乡村旅游

业的发展，在效益逐渐显化的同时，不论是主体还是

客体都将趋于正式化和规范化，所以说发展乡村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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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增强所需的能力。虽然不同乡镇拥有的旅游资源、

实物形态、发展历程各有不同，但是乡村小镇需要基

层组织在政策和上级领导的引导下对乡村进行多方位、

多元化建设，需要将乡村旅游产业与乡村经济发展紧

密结合，推进乡村旅游规划的合理机制发展，加强文

旅融合发展性建设，优化乡村旅游数字化平台建设，

进而发挥乡村治理的可持续性引领和保障作用，助力

乡村振兴。 

2    杭州市龙坞镇乡村旅游业发展的

现状
 

2.1    推进龙坞镇茶文化顺利传承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推

动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创新、产品升级、服务优等新型

势能化[11]。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杭州市龙坞镇推进

茶文化的传承，实施创新策略，以“三茶”统筹为指

导思想，统筹各类资源，强化茶产业创新能力，以行

动落实国家乡村振兴核心思想。其通过实施风貌策略、

人文策略、共融策略、智慧策略等，打造以“茶”为

主题的文化生态群构筑，开拓“茶”之外的价值，形

成特色小镇的同力兴旺结构，主要通过教育部门向年

轻一代传授茶文化，社区和青年团体加强互动，文化

活动部门加大传播力度，并启动茶叶及技术培训，这

些努力共同推动茶文化的传承，最终融入社会文化氛

围，成为当地独特的文化特色。茶文化传承流程如

图 1 所示。

 
 

教育部门

龙坞镇

加大教育投入

社区 青年团体 文化活动部门

启动茶叶
及技术培训

增强社会对茶文
化的认同与理解

接受培训
掌握知识

社会

图 1　龙坞镇茶文化传承流程
  

2.2    多举措改善龙坞镇经营模式

龙坞镇重视农业产业的发展，龙坞镇经营方通过

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和

质量。在实践中，龙坞镇通过创新种植技术，推广高

效农业生产方式，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促进农业产

业的可持续发展[12]。另外，龙坞镇还加强与了周边地

区的农产品合作，拓展了农产品销售渠道，提高了农

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从而实现农业产业的良性发展。

与此同时，龙坞镇经营方注重传统文化产业的挖掘和

创新，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业的深度融合。通过挖掘

龙坞镇的文化资源，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产品和

旅游线路，吸引更多游客前来参观游玩，推动文化产

业的发展。 

2.3    改善涉环境领域的应对水平

龙坞镇注重生态环境保护，通过生态修复和保护

工程来改善当地的生态环境[13]。例如，龙坞镇在水域

和湿地建设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湿地保护与

恢复、河道生态修复等，以提高水域环境的生态功能，

并促进当地水域生态系统的健康发展。此外，龙坞镇

还加大了对森林资源的保护力度，通过植树造林、森

林防火等措施，有效提升了当地的森林覆盖率，改善

空气质量，保护生态平衡。龙坞镇积极推动清洁能源

的利用，减少对传统能源的依赖，降低对环境的污染。

在能源方面，龙坞镇大力发展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

源项目，鼓励居民和企业采用清洁能源，减少对化石

能源的需求，从而减少大气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这

些举措不仅有利于环境保护，也为当地经济发展提供

了新的动力和机遇，此外，龙坞镇还着力完善环境监

测与治理机制，建立健全环境监测体系，加强对环境

问题的监测和治理。通过建立环境监测站点，实时监

测空气质量、水质状况等环境指标，及时发现问题并

采取相应治理措施。同时加强环境执法，严厉打击各

类环境违法行为，提升环境治理效果与水平。 

2.4    提升农村乡村旅游业的可持续性发展能力

龙坞镇在提升农村乡村旅游业的可持续性发展能

力方面，采取了多项有力措施。首先，在经济层面，

龙坞镇不仅保持了传统农业的稳定发展，还积极响应

乡村振兴战略，通过加大对科技创新和人才引进的支

持力度，成功培育了一批新兴产业，有效提升了产业

附加值，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在社

会领域，龙坞镇注重民生改善和社会治理，不断加强

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水平，显

著改善了农村居民的生活条件。同时，通过完善村民

自治组织建设，龙坞镇加强了社会治理，促进了社会

和谐稳定，为乡村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良好的

社会环境。此外，龙坞镇还特别关注青年、儿童、老

年人群体的需求，制定了针对性的政策和项目，确保

社会的全面可持续发展。这不仅提升了当地居民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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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幸福感，也为乡村旅游业的多元化发展提供了有力

支撑。在环境保护方面，龙坞镇积极倡导绿色生产和

低碳生活，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优美的自然

环境不仅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观光旅游，也为龙坞镇

的乡村旅游业注入了新的活力。 

3    杭州市龙坞镇乡村旅游特色小镇

建设的现实问题
 

3.1    乡村旅游特色小镇建设的组织领导机能有待提高

乡村旅游建设的顺利推进需要有机构成强有力的

领导组织。原浙江省委书记袁家军在发表“忠实践行

‘八八战略’、奋力打造‘重要窗口’”的重要讲话[14]

中提到：“龙坞茶镇在文化浙江、文化杭州的建设中

始终应当坚定信心，应当始终坚持对于“旅游＋文创”

的合力发展”。但从实践来看，杭州市龙坞镇乡村

旅游业领导组织方仍然存在组织不畅，领导不足的

问题。 

3.1.1    缺少规范性文件　龙坞镇基于乡村旅游业的建

设虽然在不断的推进和发展，但是缺少规范性的文件，

对乡村旅游业的发展关注度不够深入，未能将整体乡

村振兴战略规划有效转化为治理效能。同时，部分领

导组织对乡村旅游业的建设实践关注度不够，各项工

作的组织与开展主要依赖于下层组织。 

3.1.2    角色分工不明确　基层组织在乡村旅游业的建

设中角色分工定位不够明确。目前，乡村在发展和治

理的过程中存在乡镇委员会和政府的行政权力倾向扩

张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村民的行为自主权。

同时，由于乡镇领导与基层干部多存在相应的专业

基础知识有限的问题，易在推进过程中产生流程不

畅的情况，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乡村旅游业的发展

进程。 

3.2    乡村旅游业特色产业持续性发展动力不足 

3.2.1    资源开发利用不充分　龙坞镇作为一个历史文

化名镇，拥有丰富的乡土文化资源、自然风光资源和

人文景观资源，然而在开发利用过程中存在着部分资

源被短期性地开发利用的现状，缺乏长期规划和可持

续性发展的考量，导致资源的持续性利用动力不足。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龙坞镇需要加强资源调查和评估

工作，科学规划资源开发利用方向，注重保护和传承

乡土文化，推动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从而增强乡村旅

游业的发展动力。 

3.2.2    基础设施建设配套不完善　无法充分满足游客

的需求，影响乡村旅游业发展。要提升乡村旅游业的

持续性发展动力，龙坞镇需要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的

投入力度，完善配套设施，提高服务水平，提升游客

体验，从而增强乡村旅游业的竞争力[15]。 

3.2.3    营销推广手段欠缺　在当今信息化社会，营销

推广手段对于乡村旅游业的发展至关重要。然而，在

龙坞镇部分乡村旅游项目中，营销推广手段相对落后，

缺乏创新和多样化。这导致乡村旅游项目的知名度和

吸引力不足，影响了游客的选择和满意度。要加强乡

村旅游业的持续性发展动力，龙坞镇需加强对乡村旅

游项目的营销推广工作，借助互联网和新媒体平台，

提升项目曝光度和美誉度，吸引更多游客，推动乡

村旅游业的持续发展，推动乡村振兴工作取得更大

成效。 

3.3    乡村旅游数字化平台运用实效偏弱

加强乡村旅游数字化平台运用对于乡村旅游业的

发展和升级意义重大。从实践看乡村旅游数字化平台

的运用实效偏弱，主要体现在多个方面。（1）在平

台的设计和功能上，缺乏个性化定制的特色，大多数

平台过于通用化，无法提供与龙坞镇独特乡村旅游资

源相匹配的服务。（2）数字化平台的推广和营销力

度不足，导致用户参与度不高，无法实现平台的良性

循环和持续发展。（3）平台的数据分析和运营管理

能力有限，未能充分挖掘用户行为数据，无法为乡村

旅游业的发展提供精准的指导和支持。相比之下，一

些成功的乡村旅游数字化平台，如银川市数字化旅游

平台，就在设计初期就充分考虑了当地的特色文化、

旅游资源和用户需求，为用户提供了更加个性化、贴

近实际的服务，取得了较好的运营效果[15]，为乡村旅

游业的发展注入新活力。在数据分析和运营管理方面，

龙坞镇的数字化平台还有待加强。龙坞镇亟须通过大

数据分析和智能运营管理系统，实时监测用户行为和

需求，为平台的优化和乡村旅游业的发展提供科学依

据，最终达到运用乡村旅游数字化平台管理、分析、

发展实体旅游理想动向。 

3.4    乡村旅游项目的个性化设计性力度表现力低于

预期

个性化设计在乡村旅游项目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它可以为游客提供独特的体验，增加项目的吸引力和

竞争力，然而在实际运营中龙坞镇个性化设计表现力

较弱。（1）对目标客群需求了解不足。个性化设计

要求根据不同客群的特点和需求，量身定制独特的体

验内容。然而，龙坞镇乡村旅游项目正在设计进行阶

段，缺乏专业对目标客群的深入了解，导致无法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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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客户需求，从而设计出的项目缺乏个性化特色，

难以引起游客的共鸣。（2）创意不足。个性化设计

需要创新思维和独特观念的支撑，而龙坞镇的设计凸

显陷入“同质化”和“模式化”趋势。（3）对当地

文化历史的挖掘和利用不足。乡村旅游项目的个性化

设计需要紧密结合当地的人文历史和文化底蕴，注重

挖掘当地独特的文化资源和历史传承，为游客呈现真

实、丰富的乡村生活场景。然而龙坞镇忽视了对当地

文化历史的挖掘和利用，缺乏深度和内涵，使得当地

项目缺乏故事性和情感共鸣，难以留下深刻的印象。 

4    乡村旅游业建设与发展的优化路径

乡村旅游业建设是推进国家、政府、社会一体建

设的重要层面，有“乡村振兴灵魂”之称，也具有促

进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础性作用[16]。当下，以实

现共同富裕为目标的乡村振兴战略正在高速地向前方

发展，更需要有效的发展动因和动能。质言之，要通

过政策引领、领导组织、基层打造、群众合力，在有

效巩固乡村旅游业现有发展成果的基础上，推动乡村

旅游业进一步的深化改革与发展，真正建立起能够为

乡村旅游业发展带来美好前景的动能势因与效应。 

4.1    强化乡村旅游产业功能作用

乡村旅游产业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应

充分发挥其在助力乡村经济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1）应当促进当地农民就业。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

速，农村劳动力不断向城市转移，导致农村劳动力短

缺和老龄化严重，而乡村旅游业的发展应当为农村地

区提供大量就业机会。例如，通过乡村旅游业的兴起，

吸引大量游客前来参观，从而当地居民便可以为游客

提供民宿、餐饮、导游等服务，进而便能够缓解当地

的就业压力，从而达到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的目的。

（2）应当促进农产品的增值和销售。随着人们生活

水平的提高，对生态农产品和绿色食品的需求不断增

加，那么乡村旅游产业的兴起就会为当地农产品的销

售提供新的渠道。（3）应当带动当地基础设施和公

共服务的完善。为了满足游客的需求，当地政府和企

业应该投入大量资金用于改善基础设施，如修建道路、

提升景区环境、改善餐饮住宿条件等。这些基础设施

的改善会提升乡村的整体形象和环境质量，也会为当

地居民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从而能够形成一个良性

循环管理目标。 

4.2    紧密结合乡村旅游产业与乡村经济发展

乡村旅游产业作为龙坞镇乡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

分，应当为当地居民提供丰富的就业机会。随着乡村

旅游业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农户理应将闲置的宅基地

改造成民宿、农家乐等特色旅游服务设施，为当地农

民带来额外的收入。同时，乡村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也

会去催生一大批从事旅游服务、餐饮、手工艺品制作

等相关产业的就业岗位，进一步促进当地居民的就业

机会产生。因此，乡村旅游产业与乡村经济发展的结

合不仅会丰富乡村就业市场，还会着实提升居民的收

入水平，改善乡村经济发展的生态环境。乡村旅游产

业的发展也会为龙坞镇的农产品推广提供有力支持。

为了满足游客对于有机农产品的需求，当地农民就会

大力发展有机农业，从而推广绿色农产品，加工具有

地方特色的农副产品。这种乡村旅游产业与农产品推

广的结合，不仅会提升当地农产品的附加值，还可以

拓宽当地农产品的销售渠道，从而达到促进龙坞镇农

产品产业可持续发展，推动龙坞镇乡村经济可持续发

展的目标。 

4.3    推进乡村旅游规划的合理机制发展

乡村旅游规划需要科学合理的从整体生态、文化、

资源等方面进行综合考量，要建立健全的监管机制，

加强对乡村旅游资源的保护和管理，推动乡村经济发

展需要更多的政策支持，为乡村旅游业的发展创造良

好的政策环境[17]。乡村旅游规划需要从整体、系统的

角度来考虑，要结合乡村的自然环境、人文资源、历

史文化等方面进行综合规划。例如，针对龙坞镇的乡

村旅游规划，可以从龙坞的自然风光、丰富的历史文

化、独特的乡村民俗等方面入手，制定出有针对性、

可持续发展的乡村旅游规划方案[17]。同时，乡村旅游

规划还需要考虑到乡村旅游的季节性特点，合理安排

旅游资源的利用，避免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只有运

用科学合理的乡村旅游发展机制，才能为乡村经济的

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和保障。加强乡村旅游管理是推

动乡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在乡村旅游蓬勃发展的

同时，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如乡村旅游资源的过度开

发、环境污染等问题。因此，加强乡村旅游管理显得

尤为重要。龙坞镇理应加强对乡村旅游资源的监管和

保护，加强对从业人员的培训，提高他们的服务意识

和管理水平，为游客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提升乡村

旅游的整体形象。 

4.4    加强文旅融合发展性建设

乡村文化是乡村的精神和历史底蕴，是乡村的独

特魅力所在，对于当地村民而言，乡村文化的挖掘也

是一种传承和保护，有助于增强村民文化自信，即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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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乡村的文化传统与现代生活的融合，形成可持续发

展的文化旅游产品。文旅融合是指将文化产业与旅游

产业有机结合，通过文化的引领和支撑，促进旅游业

的发展[18]。在龙坞镇，可以通过挖掘本地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和历史文化资源，打造具有乡村特色的文化旅

游产品，比如举办传统民俗节日、茶文化展览、艺术

表演等活动，吸引游客前来体验。同时结合当地的特

色茶镇农业、特色美食，打造旅游产品，让游客在享

受美景的同时，也能领略到乡村的文化气息。此外，

还可以发展文化创意产业，设计推出具有当地特色的

文创产品，为乡村旅游增添新的亮点。 

4.5    优化乡村旅游数字化平台建设

数字化平台可以为游客提供便捷的方式，游客可

以通过网络端直接了解到乡村旅游项目的相关信息，

其中也会包括景点介绍、交通指引、住宿信息等，使

游客在选择乡村旅游项目时就能够更加全面地了解相

关信息，从而选择更符合自己需求的项目，大大提升

游客满意度的作用。同时，数字化平台可以为乡村旅

游项目提供更为精准的推广和营销渠道，吸引更多游

客前来体验，从而提升乡村旅游项目的知名度和影响

力，为乡村振兴注入新的动力[19]。通过数字化平台，

游客可以更加便捷地完成预订、购票、导航等操作，

根据游客的需求提供定制化的推荐和建议，包括互联

网、物流、餐饮、住宿等多个领域，满足游客不同层

次的需求。数字化平台的建设还将带动相关产业链的

发展。这将为当地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提升当地居

民的收入水平，改善乡村的经济状况。同时，数字化

平台的建设也将为乡村振兴带来新的商机和发展机遇，

吸引更多的投资和资源流入乡村，促进乡村经济的发

展。数字化平台的建设将为乡村振兴注入新的动力，

推动龙坞镇乡村振兴工作向更高水平发展[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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