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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地质文化村（镇）建设实践及建设思路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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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浙江省是地质文化村（镇）品牌的发源地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实践地。2018年，嵊州市白雁坑村依

托“万年巨石阵，千年香榧林”这一独特的地质地貌景观，建成全国首个地质文化村。当前，全省已有 13个

村（镇）入选全国地质文化村（镇）名录，数量领跑全国各省，安吉县余村更是建成全国首个五星级地质文化村。

地质文化村（镇）的建设进一步健全了浙江省地质遗迹保护体系，也为乡村振兴和生态文明建设作出了积极的

贡献。文章基于全省地质文化村（镇）的建设现状、成效和地质文化资源特色分析，探讨了浙江省地质文化村

（镇）的建设思路：进一步挖掘全省乡村地质文化资源禀赋，做优做强地质文化村（镇）品牌，精心培育地质文化

产业，打造地质文化传播交流平台，提升地质文化传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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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工作在美丽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中

主动作为，积极谋划，探索出了围绕“地质+”建

设地质文化村（镇）的新思路（陈美君等 , 2017;孙
乐玲等，2018）。近年来，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浙

江省自然资源厅联合浙江省多家地勘单位，在浙

江 省 开 展 了 多 个 地 质 文 化 村（镇 ）试 点 建 设

（陈霄等 ,  2021; 马晓敏和刘远栋 ,  2022; 彭俊等 ,
2019），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使浙江省成为地质文

化村（镇）品牌的发源地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实践

地（浙江省自然资源厅 , 2022）。通过地质文化村

（镇）建设，使浙江省地质遗迹保护体系进一步健

全，地质遗迹分类、分级保护措施进一步丰富，同

时使地质工作作为国民经济建设先行军的作用进

一步凸显，其建设模式和成效得到中国地质调查

局和中国地质学会的高度认可，掀起了全国地质

文化村（镇）建设实践的高潮（丁华等 , 2020, 2022;
张翔等, 2022; 赵吉昌等, 2021）。

2021年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印发《浙江省地质

勘查“十四五”规划》，地质文化村（镇）建设作为

地质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被纳入规划（浙江省自

然资源厅, 2021），已成为全省“十四五”规划期

间地质工作的热点之一。当前，深入挖掘乡村地

质文化资源的内涵和外延，全面讲述浙江省地质

文化故事，构建省域特色的地质文化村（镇）建设

体系，做优做强地质文化村（镇）品牌，已成为高质

量推进浙江省地质文化村（镇）建设和持续健康发

展的工作重点。本文在浙江省地质文化村（镇）建

设实践和成效总结、地质资源禀赋分析的基础上，

探讨浙江省地质文化村（镇）的建设发展思路。 

1　建设实践及成效

2014—2016年，原浙江省国土资源厅在嵊州

市白雁坑村提出地质文化村（镇）建设理念并付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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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实施了“嵊州市通源乡地质环境保护工程”

项目（孙乐玲等 , 2018），于 2018年建成全国首个

地质文化村——嵊州市白雁坑地质文化村。

2018—2021年，在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浙江省

自然资源厅的大力支持下，在浙江省先后部署实

施了多个地质文化村（镇）试点建设项目，旨在总

结地质文化村（镇）建设调查评价、策划设计、建

设实施等技术要求，为全国地质文化村（镇）建设

提供示范。目前，全省已建成三批共计 13个地质

文化村（镇）（殷小艳和张丽华, 2021; 殷小艳, 2022）
（图 1），其中安吉县余村建成全国首个五星级地

质文化村，另有三星级地质文化村（镇）7个（表 1），
地质文化村（镇）数量持续领跑全国各省。地质文

化村（镇）的建设，有效提升了乡村文化内涵，拓宽

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换通道，打

造了乡村综合治理的新样板，被誉为美丽乡村的

“特色版”（李风, 2019），为乡村振兴和村民增收

致富开辟了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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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浙江省地质文化村（镇）分布简图

Fig. 1　Distribution of geo-cultural villages （towns） in Zhejiang Province
 
 

1.1　开启乡村地质遗迹精细化调查试点，助推一

批村（镇）高质量发展

自然的山水资源景观是可视载体，但纯自然

的景观已跟不上现代旅游行为的多层次文化需求，

这就需要我们对自然资源的文化内涵进行深入挖

掘和解读，并且通过人工再创造过程把“看不见、

摸不着”的科学内涵转变为可视或可感受的载体

（李跃军 , 2002），而“有景可赏、有物可感、有品

可尝、有文可读、有声可听”的地质文化村（镇）

建设理念正好符合现代旅游的要求（陈美君等 ,
2017; 孙乐玲等，2018；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

局和中国地质学会,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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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文化村（镇）以村、镇为单位，在开展大

比例尺（≥1∶10 000）的乡村地质文化资源精细化

调查、摸清资源家底的基础上，发掘和提炼乡村

特色地质文化资源的科学内涵，架构地质文化故

事主线（表 1），解读隐藏在地质文化背后的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科学奥秘；通过丰富的地质文化

 

表 1　浙江省 13 个地质文化村（镇）基本情况一览表
Table 1　Information of 13 geo-cultural villages （towns） in Zhejiang Province

村（镇）名 行政区位 星级 授牌批次 主要地质文化资源 其他资源 建设模式

白雁坑村 绍兴嵊州市 三星级 第一批

崩积地貌与“千年香榧林”组成

“榧石共生”景观，展现中生代

火山喷发和新生代地貌改造历史

大面积千年香榧林，香

榧、茶叶等农产品销售

产业成熟

地质+生态旅游

金村 台州仙居县 三星级 第一批
火山岩剖面、火山岩地貌景观展

现浙东地区中生代火山活动历史

杨梅产销产业成熟；偏

硅酸山泉水具开发潜力
地质+综合服务

莲塘村 衢州江山市 挂牌筹建 第一批

寒武系江山阶“金钉子”、早古

生代地层剖面综合展现浙西地区

古生代地质演化历史

三叶虫、叠层石等化石

资源丰富；有700年建

村史，文物古迹丰富

地质+自然教育

施家庄村 金华磐安县 挂牌筹建 第一批

火山岩“平台—峡谷—平板溪”

复合型地貌展现中生代火山活动

和地貌演化历史

悬崖之上的村落，自然

景观丰富；富锗土地具

开发潜力

地质+生态旅游

红里山村 湖州吴兴区 三星级 第二批
丘陵与平原过渡的地质地貌展现

浙北平原的形成演化历史

绿色矿山发源地，诞生

了全国首个地方绿色矿

山建设标准

地质+自然教育

报福镇 湖州安吉县 三星级 第二批

寒武系剖面反映浙北早古生代海

陆变迁史；火山岩剖面、火山地

貌展现中生代火山喷发史

民宿和生态旅游产业成

熟；依托滑坡灾害原址

建成安吉首个地灾警示

教育基地

地质+生态旅游

东极岛 舟山普陀区 三星级 第二批

花岗岩和基性岩墙群展现浙东沿

海中生代晚期岩浆活动特征；海

蚀、海积地貌展现全新世以来沿

海环境变化特征

海洋渔业文化历史悠久

且丰富
地质+生态旅游

应店街镇 绍兴诸暨市 挂牌筹建 第二批
岩溶地貌、构造地貌等反映早古

生代地质构造演化史

浙江省最美银杏村落，

有银杏树1 400余棵
地质+生态旅游

余村 湖州安吉县 五星级 第三批

海绵、微生物席等化石或遗迹反

映寒武纪生命演化史；“两山理

念”发源地，展现不同历史时期

矿业与乡村经济及人地和谐发展

的关系

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

基地；联合国“世界最

佳旅游乡村”；中国生

态文化村

地质+自然教育

龟湖镇 温州泰顺县 三星级 第三批

盛产工业用叶腊石和工艺用泰顺

石，有明代采银遗迹，矿业文化

底蕴深厚

千年古镇，中国石雕小

镇，泰顺石展销产业

成熟

地质+创新创意

李家镇 杭州建德市 三星级 第三批

以菊石为代表的二叠纪李家生物

群化石丰富、保存完好，展现晚

古生代浙西北生命演化史；5~10
万年前的“建德人”人牙化石是

浙江省迄今发现的唯一原始人化

石遗迹

被中国古生物化石保护

基金会评为中国菊石之

乡；地质研学产业发展

迅速

地质+自然教育

士谷村 衢州开化县 挂牌筹建 第三批

地层剖面、构造地貌，以及石林、

溶洞等典型岩溶地貌展现了浙西

早古生代地质地貌演化史

文物古迹丰富；冬桃、

黄茶等农产品开发前景

良好

地质+生态旅游

黄家畲村 丽水云和县 挂牌筹建 第三批

丰富的古银矿硐群，完整的古代

矿业遗址，集中展现浙南地区明

清时期银矿采冶史和银矿文化发

展史

千年古村，文物古迹丰

富；紧邻云和梯田4A级

景区，区位优越

地质+生态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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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展示（图 2），生动讲述乡村地质文化故事，让

大众“记得住乡景，留得住乡恋”，从而提升乡村

文化内涵，有效助推村（镇）研学、旅游、康养、农

业等绿色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d)

(a) (b) (c)

(e) (f)

（a）.莲塘地质文化村科普展板；（b）.金村地质文化村地质文化长廊；（c）.报福地质文化镇地质文化陈列室；（d）.金村地质文化村科普

图书；（e）.报福地质文化镇导游手册；（f）.白雁坑地质文化村研学手册

图2　浙江省部分地质文化科普产品

Fig. 2　Some science popularization products of geo-culture in Zhejiang Province
 
 

1.2　研制省域特色的地质文化资源调查技术方法，

有效支撑地质文化村（镇）建设

2019年以来，中国地质调查局、中国地质学

会先后印发了《推进地质文化村建设工作总体方

案》《地质文化村（镇）建设工作指南（试行）》《地

质文化村（镇）评审授牌与监督管理办法（试行）》

《地质文化村（镇）星级评定标准（试行）》（中国地

质调查局, 2019; 中国地质学会, 2021; 自然资源部

中国地质调查局和中国地质学会, 2020；董常颖，

2024）等文件，为全国地质文化村（镇）建设与申报

提供了技术标准。

根据国家级标准的要求，为进一步推进和规

范浙江省地质文化村（镇）建设工作，立足浙江省

地质文化资源禀赋和社会经济发展现状，浙江省

自然资源厅联合省内多家地勘单位开展了多个地

质文化村（镇）示范点建设，并深入系统地研究了

地质文化村（镇）的资源调查评价、策划设计、建

设实施和运营管理等技术要求。在此基础上，浙

江省自然资源厅于 2022年 9月发布了《浙江省地

质文化村（镇）创建名录管理办法》《浙江省地质文

化村（镇）建设技术指南》（马晓敏和刘远栋, 2022），

并建成全国首个省级地质文化村（镇）创建名录，

为高质量推进全省地质文化村（镇）建设和运营管

理提供了有力支撑。 

1.3　建成五级地质遗迹保护体系，丰富地质遗迹

保护方式

地质文化村（镇）以地质遗迹和其他地质资源

为载体，融合乡村民俗文化，整合了科考、旅游、

社区、文化和教育等功能（孙乐玲等, 2018）。其区

别于地质公园、地质遗迹保护区等园区建设的模

式（陈美君等 , 2017），实现了社区共建发展，在地

质遗迹保护和合理利用中助力乡村经济发展，成

为了地质遗迹保护的一种新模式。地质文化村

（镇）的建设，促进浙江省率先建成了由世界地质

公园、国家地质公园、省级地质公园、地质文化村

（镇）、重要地质遗迹保护点组成的五级地质遗迹

保护体系（孙乐玲等, 2018），也为全国地质遗迹的

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提供新的示范样板。 

1.4　推动地质文化进村入户，提升村民文化素养

国务院印发的《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

（2021—203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2021），
提出“十四五”规划期间要实施科普信息化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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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基础设施、基层科普能力提升等工程。作为

科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地质文化的普及和传

播将是全民科学素质提升中的重要环节。

地质文化村（镇）通过深入挖掘和创新设计，

将地质文化融入村镇建设和村民生产生活中，不

仅使“高冷”的地质文化进村入户，也为地质文

化的传播提供了重要平台。近年来，浙江省自然

资源厅联合省地质学会和省内各地勘单位，依托

地质文化村（镇）科普平台，利用世界地球日和全

国科普日等主题节日，组织了数十场精彩纷呈的

地质科普活动，通过展览、讲座、体验、咨询和服

务等形式，传播浙江地质演化、矿业开发和村庄

发展故事，从而进一步提升村民对本土自然资源

的科学认知和认同感，使村民成为乡村地质文化

的保护者、传承者和传播者。 

2　浙江省地质文化资源特色

浙江省经历了漫长的地质历史，形成了复杂

丰富的地质构造、齐全完整的地层系统、规模巨

大的岩浆岩、丰富多样的变质岩以及独具特色的

矿产资源（浙江省地质调查院, 2019），造就了南高

北低、西高东低的阶梯状地势和山、河、湖、海兼

备的地理格局。浙西北的典型地层剖面和岩溶景

观、浙中的丹霞地貌和恐龙遗迹、浙东南的火山

岩地貌和海岸地貌等丰富的地质遗迹，构成了浙

江一幅幅美丽的山水画卷。数千年前浙江先民已

经认知了地质资源，并利用地质资源从事生产、

生活，对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留下了众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实例（王孔忠和

黄国成, 2020）。丰富的地质遗迹、漫长的地质演

化史、悠久的矿业开发史和深厚的村庄发展底蕴

为讲好浙江地质故事奠定了基础。 

2.1　地质演化历史漫长

浙江省最早的地质记录可追溯到距今约 40
亿年前，这里发现了亚洲最古老的锆石和全球最

早的变质事件记录（邢光福等, 2015）。距今约 20
亿年前的古元古代，形成了浙江省最古老的地

块——华夏地块（浙江省地质调查院 , 2019）。新

元古代时，隶属于扬子陆块的“浙北大陆”在板

块运动中形成并发展（潘桂棠等 , 2016; 浙江省地

质调查院, 2019）。古生代，华夏地块与扬子陆块

发生碰撞拼合，形成了统一的浙江大地（刘远栋

等, 2021）。中生代，随着古太平洋板块向华南大

陆地持续俯冲，在浙江、福建等东南沿海地区诱

发了大规模的火山喷发，在浙江省内形成的火山

岩面积超过基岩总面积的一半以上（贺振宇等 ,
2022; 刘远栋等 , 2019; 浙江省地质调查院 , 2019），
大规模火山喷发结束后，适宜的气候环境又为恐

龙的繁盛提供了条件。新生代以来，浙东沿海多

次的海水进退和气候变化为跨湖桥文化、河姆渡

文化和良渚文化等早期人类文明的形成演化提供

了沃土（刘锐, 2017）。从最早陆块的诞生，到现今

“七山一水两分田”山水格局的形成，浙江经历

了漫长且复杂的地质构造演化。 

2.2　地质遗迹资源丰富

21世纪以来，浙江省先后开展了 75项地质遗

迹资源调查评价和相关专项研究工作，覆盖了近

50个县市。全省已累计登录各类地质遗迹点 900
余处，评出省级及以上地质遗迹点 294处，包括世

界级 8处、国家级 78处。地质遗迹类型包括基础

地质和地貌景观两大类，地层剖面、岩石剖面和

构造剖面等 10类（齐岩辛等, 2006; 齐岩辛和张岩,
2020）（图 3）。为了有效地保护重要地质遗迹资源，

原浙江省国土资源厅发布了两批共计 157处浙江

省重要地质遗迹点保护名录（齐岩辛和张岩, 2020;
孙乐玲等, 2018）。通过系统的地质遗迹调查评价，

摸清了全省地质资源家底，有效地支撑了地质资

源的保护与开发利用，为讲述地质故事、传播地

质文化和开展地质文化村（镇）建设选点提供了参

考依据和重要资源基础。 

2.3　矿业开发历史悠久

浙江省已发现矿种 109种，其中探明资源储

量的有 81种，矿产资源特征表现为非金属矿产丰

富、金属矿产有限和陆域能源矿产匮乏（王孔忠

和黄国成, 2020）。作为中华古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浙江省虽然矿产资源不算丰富，但是矿产资源开

发利用历史悠久。从旧石器时代简单的打磨石器，

到新石器时代用黏土烧制陶器，到先秦时期的青

铜器，再到封建社会的铁器等（表 2，图 4），均留下

了丰富的记录。根据矿产资源特色和矿业发展阶

段，可将浙江矿业发展史分别概括为原始社会、奴

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近现代 4个矿业阶段和金属矿

产、非金属矿产、能源矿产和水气矿产 4大矿产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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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村庄发展底蕴深厚

浙江省有着众多百年、千年的古村落，已登

记的传统村落达 1 300余个（童坚 , 2018），其中有

636个古村落被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李天宇

等, 2020）。地理环境差异和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村

落自发形成的特色产业及功能定位区别使各地区

形成了不同形式的古村落（黄焱和孙以栋, 2016），
在山地丘陵区、平原区、红层盆地区和滨海区等

四大地貌类型区中各有其独特的村庄发展故事。

“七山一水二分田”的地理格局也直接影响了传

统村落的分布特征，其中，浙江西南部传统村落分

布多且集中，北部和东北部分布少且分散，呈现“北

冷南热”的态势 （图 5）（李爽 ,  2021; 李天宇等 ,
2020）。从地貌类型看，山地丘陵区分布最为集中。

先民从村落的选址、布局到构建都非常注重

物质与精神的双重需求，巧妙地运用自然环境，利

用地形地貌依山傍水、背山面水、负阴抱阳、随坡

就势建村，构建出一幅幅“天人合一、耕读写意、

寄情山水”为意境的传统村落景观（童坚, 2018）。
如仙居县金村的先民，利用北山阻挡寒冷的北风，

山坡培植藤蔓和修筑挡墙阻挡落石，垫高河漫滩

来预防洪水，利用古滑坡体开垦梯田等，采取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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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浙江省古代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历史一览表（王孔忠和黄国成, 2020）
Table 2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mineral resources in ancient Zhejiang Province（Wang and Huang, 2020）

时代 矿产资源 用途 采矿遗址

原始社会

旧石器
砂岩、凝灰岩、硅质岩、

变质岩等
石器 安吉上马坎遗址、桐庐分水镇

新石器
岩石、黏土、赤铁矿、

锰矿、宝玉石
石器、陶器、玉器

上山文化、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

化、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

奴隶社会

夏商西周 铜、锡 青铜器

春秋战国 铜、锡、铅、铁、陶土、瓷土
青铜剑、铁质龙泉宝剑、

印纹硬陶

绍兴桃红兵康铜矿、绍兴兰亭大焦

坑铅矿、上虞东关银山坝铅矿等

秦汉 铜和瓷土为主 铜镜、青瓷 建德西铜官冯家坞后铜矿

封建社会

三国两晋南北朝 铜、铁、瓷土、叶腊石
铜镜、青田石雕、

铁质兵器
嵊州三白山

隋唐宋元

铜、银、铁、锡、铅、水晶、

凝灰岩、硅藻土、太湖石、

瓷土等

银铤、造纸填料、装饰

用太湖石、条石

淳安铜山铜矿、建德铜官铜矿、衢

州信安郡、嵊县硅藻土、遂昌银坑

山金银矿等

明清

采银、铜、铁、铅、明矾石、

鸡血石、煤、石煤、地开石、

黄铁矿、石灰岩、高岭土等

银钱、铁器、印章、

石灰、硫磺

青田孙坑铅锌银矿、天台大岭口银

铅锌矿、龙泉八宝山金银矿、平阳

明矾石矿、长兴煤矿、诸暨七湾铅

锌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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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趋利避害的措施，实现人与大自然的和谐共

处，充分体现了先民的择居学问（浙江省地质调查

院, 2018）。不同地质地貌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传统

村落，都是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实例，都有着

极高的历史、科学、艺术、社会和经济价值，是传

承传统农耕文化和乡村文化的重要载体。 

3　建设思路探索

当前，浙江省正在奋力打造“新时代全面展

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

高质量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先行和省

域现代化先行，试点开展未来乡村建设，为地质文

化村（镇）建设带来了新的机遇，地质工作可以地

质文化村（镇）建设为抓手，进一步凸显其在助推

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然而，乡村地质文

化资源特色挖掘不够、地质文化村（镇）品牌影响

力不大和乡村地质文化产业发展动能不足等问题

依然凸显。面向新时代、新发展和新需求，需要

在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做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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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浙江省矿业发展历史螺旋图（王孔忠和黄国成, 2020）
Fig. 4　Mining development history of Zhejiang Province（Wang and Huang,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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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推进新一轮乡村地质资源调查与科普试点

以浙江纷繁而悠久的地质历史和“七山一水

两分田”的山水底色为特色，围绕讲述地质演化

史、矿业开发史和村庄发展史 3条地质文化故事

主线（图 6），立足浙江省乡村地质资源禀赋和发

展需求，在全省乡村地质遗迹资源调查的基础

上，优选一批地质特色突出、发展潜力大的重点

村（镇），开展地质环境精细化调查评价。通过深

入发掘村（镇）的地质资源开发利用潜力，提出科

学保护与合理利用方案。积极推进乡村地质科普

试点，研发一批特色凸显、便于传播和群众喜欢

的地质科普产品，编撰好、传播好乡村地质文化

故事，支撑地质文化村（镇）建设，助推乡村产业

发展。 

3.2　做优做强地质文化村（镇）品牌

积极总结地质文化村（镇）规划、建设和运营

一体化的“浙江经验”，根据《地质文化村（镇）星

级评定标准（试行）》（中国地质学会, 2021）中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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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按照“地质为基、文化为魂、融合为要、惠

民为本”的建设基本定位，加强系统谋划，进一步

深化资源环境调查、地质文化科普、配套设施建

设、产业产品体系发展和运营管理等工作内容。

同时，结合全省村庄规划编制工作，将地质文化与

村庄规划有机融合，推进挂牌筹建向三星级、三

星级向五星级地质文化村（镇）的对标建设完善，

跑出地质文化村（镇）建设发展的“浙江加速度”。

串联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地质文化

村（镇）和重要地质遗迹保护点，围绕地质文化三

大主线，打造一批地质文化研学精品路线，助推全

省研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3.3　精心培育地质文化产业

立足浙江省乡村经济和地质文化产业发展现

状，精心扶持一批乡村地质文化企业，通过设计导

入、整理风貌、微调空间和再造功能，引导创建一

批集地学研究、科普教育、产业交流和乡村旅游

等功能于一体的地质文化创意产业园。拓宽地质

文化产业建设资金来源，一是加强省级财政对地

质资源调查和地质遗迹保护等基础性工作的支持；

二是积极引导市县级财政支持地质文化村（镇）建

设和“地质+”产业谋划；三是引导研学企业和旅

游公司等社会资本参与地质文化村（镇）建设和

“地质+”产业运营，建立地质文化创新激励机制，

对自主创新的产业和项目，给予资金和政策扶持。

通过多方协作共同营造生态旅游、文化创意和运

动健康等新业态，增强地质文化村（镇）自身造血

功能，促进产业良性循环发展，发挥地质文化在提

高全民文化素质和推动全民精神富有方面的独特

作用。 

3.4　搭建地质文化传播交流平台

浙江省不仅形成了地质遗迹五级保护体系，

而且建有如浙江省自然博物院、浙江省地质博物

馆、浙江东方地质博物馆和雁荡山博物馆等地质

类博物馆（陈列室）数十家，有国家自然资源科普

基地、自然资源部科普基地和中国地质学会地学

科普研学基地（营地）等多种级别的地质类科普研

学基地，地质文化科普传播平台丰富。但是各种

平台大多各自为战，相互之间缺少联系，缺乏一个

综合型的地质文化传播、服务平台。建议对接省

域空间治理数字化平台，加快建设浙江省地质文

化传播子场景，整合全省博物馆、自然保护地、地

质文化村（镇）、地质遗迹保护点和地质类科普研

学基地等，串点成线、连线成网，建设“馆园村点”

地质文化传播网络，实现全省地质文化传播管理、

宣传、科普、服务等互联互通和成果共创共享。

在此基础上，扩大浙江省的引领示范效应，争取在

浙江设立中国乡村地质文化传播中心，打造全国

地质文化村（镇）联盟，搭建全国地质文化传播技

术研究和交流服务平台。 

3.5　打造一支综合型的地质文化创新队伍

一是加强地质科普队伍的教育和培训，培养

一批地质文化传播带头人和科普专家，建立科普

专家“下得去、干得好”的乡村地质文化传播长

效机制，为乡村振兴提供强劲动力；二是引进高层

次的地质文化创新人才，学习和引进先进的理念、

方法和手段，加快地质文化产业创新发展；三是加

强地质文化村（镇）与地勘单位和科研院所的联系，

深化地质资源调查和科学价值挖掘，持续提升地

质文化内涵和影响力；四是加强与规划管理机构

的合作，推进“多规合一”实用性村（镇）规划的

编制，强化地质文化元素与村（镇）布局的融合；五

是吸收和培养一批以乡贤和青年乡土文化能人等

为主力的乡村地质文化的传承人和宣讲人、地质

文化产业的经营人和管理人，改善乡村地质文化

建设主体“空心化”问题，增强地质文化村（镇）

长效化运营发展能力。 

4　结语

地质文化村（镇）建设是新时代地质工作服务

生态文明建设和乡村振兴的新路径，它如点石成

金的魔法，让一个个曾经鲜为人知的小山村，变成

写满地球故事的美丽家园。浙江省作为地质文化

村（镇）品牌的发源地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实践地，

地质文化村（镇）建设工作已经实现了 4个全国

“首个”，即建成全国首个地质文化村、首个五

星级地质文化村、首个省级地质文化村（镇）建设

技术指南和首个省级地质文化村（镇）创建名录，

同时地质文化村（镇）数量也持续领跑全国。然而，

乡村地质文化资源特色挖掘不够、地质文化村

（镇）品牌影响力不大和乡村地质文化产业发展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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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不足等问题依然凸显。为了保持浙江省地质文

化村（镇）建设和地质文化传播事业的高质量发展，

持续为全国提供地质工作如何支撑服务乡村振兴

的“浙江样板”，本文基于浙江省地质文化资源

禀赋分析，聚焦讲述浙江特色的地质演化史、矿

业开发史和村庄发展史，提出浙江要充分发挥省

域经济和地理优势，进一步摸清乡村地质文化资

源家底、做优做强地质文化村（镇）品牌、精心培

育地质文化产业、构建地质文化传播平台和打造

综合型地质文化创新队伍等系列建议和举措。

致谢：诚挚感谢中国地质调查局南京地质调

查中心邢光福研究员和审稿专家为本文修改提出

的恳切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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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actice and probe of the construction ideas of geo-cultural village (town) in
Zhejiang Province

LIU Yuandong1，ZHANG Jianfang1，LIU Fenglong2，WANG Zhen1，CHENG Haiyan1

（1. Zhejiang Institute of Geosciences, Hangzhou 310007, Zhejiang, China；2. Zhejiang Geology and Mineral
Technology Co., Ltd., Hangzhou 310007, Zhejiang, China）

Abstract：Zhejiang is the cradel of Geological culture village (town) brand and an important practice place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Endowed  with  unique  geological  landscape  of  "Ten  thousand  years  Stonehenge,
Thousand-year Chinese Torreya Forest", Baiyankeng village of Shengzhou city becomes first geo-cultural village.
Now, 13 villages (towns) in Zhejiang have been selected into the national geo-cultural village (town) list, leading
the country in quantity. Yucun of Anji county has even become the first five-star geo-cultural village. Construct-
ing geo-cultural village(town) further improves the geoheritage preservation system, and also makes positive con-
tribution  to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Based  on  the  construction  status
and achievements of  geo-cultural  village (tow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geological  culture resources in Zhejiang,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onstruction ideas of geo-cultural village (town). It is proposed to develop a superior and
vibrant geo-cultural village (town) brand by further exploring the geo-cultural resources of rural areas and meticu-
lously incubating local geo-cultural industry, as well as extend the geo-cultural communication by building a dis-
semination platform.

Key words：Zhejiang  Province； geo-cultural  village  (town)； geoheritage； construction  status； construction
id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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