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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风淳朴，环境优美，星级农家乐星罗棋布……
这座位于北陶村境内、形成于北宋末年的官巷村，不
仅有迷人的自然风光，还有深厚的文化底蕴。2015
年，官巷村与西递宏村一起被评为全国乡村旅游模范
村；2019年，入选安徽省“皖美乡村”旅游线路；今年，
正式确定为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

如今，北陶村以官巷为核心所打造的乡村旅游
“官巷模式”，已成为当地强化旅游引领、推动乡村振
兴的新样板和乡村旅游典范。但你想象不到的是，这
个美丽村庄，在2012年前，还是一座默默无闻的江南
小村庄，是另一番迥然不同的光景……

逆袭第一步：
村民自治 共建美丽家乡

北陶村的党委书记陶旭，是土生土长的本村人，
1998年开始担任村主任。他亲历了家乡天翻地覆的
改变，说起来，北陶村的变化，核心在于官巷自然村。

“官巷村形成于北宋末年，是六郎镇最古老的村
庄之一。为何叫官巷，是因为这个村在明朝前后一连
三朝共有十三位官员在朝为官，村里人陆续为他们修
建了十三条巷道，又称十三官巷，官巷因此得名……”
陶旭介绍道，官巷的变化，要从2012年说起。

“2012年，官巷村入选芜湖市第一批美好乡村示
范村，我们决定对村庄进行大刀阔斧的环境整治。”整
治前的官巷是什么样的呢？陶旭回忆道，那时的官
巷，虽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村庄内部环境堪忧，垃圾随
处倒，污水随处排，附属房屋破烂不堪，道路坑坑洼
洼，环村河塘发臭，“许多年轻村民纷纷都想要搬离村
子，那时候村庄的面貌就是一个词——脏乱差。”

所以，在美好乡村示范村建设的契机下，北陶村
对官巷提出了环境整改意见和方法，官巷成立了村民
理事会，决定痛下决心，一定要把环境整治好。“当时
下了很大的决心，制定了村规民约、家风家训等制度，
费了很大的力气。比如每户村民房前屋后的垃圾自
己处理，破旧房屋及围墙一律拆除，村民房屋规划建
设等。”

这其中，陶旭说，作为江南的村庄，官巷环境改造
的关键点在于水的整治。“官巷四周水面资源丰富，由
于常年对外发包养殖，大规模的喂养严重污染了水
面。要知道，官巷四面环水，水环境不好，村庄怎么能
好？”于是，从2012年起，通过召开民主协商会议，官
巷村决定收回所有水面，不再对外发包，而交由村民
理事会直接管理，不再往鱼塘内投放污染水质的有机
粪便和无机肥料，不得使用禁用渔具在水面捕捞，不
得打干清塘以确保水质不再次污染……一切举措，只
为将环村的水体环境治理好。

通过半年的努力，到2012年底，官巷自然村顺利
通过示范村验收的同时，也迎来了“改头换面”——村
庄道路干净整洁，家家户户庭院整洁干净，河水重现
清澈，整个村庄宁静舒适，一幅美丽乡村画卷已然铺
展开来。

逆袭第二步：
试水乡村旅游

改造后日渐美丽的官巷村，很快名气便越来越
大。到2013年上半年时，每逢周末，总有不少周边市
民慕名而来，到村庄里来闲逛、拍照、观赏。

还沉浸在改造后美丽景象的陶旭，那时候并没有
想太多。“有一次闲聊，一个从市区过来玩的朋友问
我，你们这搞得这么好，就是没啥吃饭的地方，怎么不
发展发展旅游？”陶旭说，当时的他开始动了心思：原
来，农村也能搞旅游。

2013年5月，官巷村两委邀请村内党员、回乡创
业知识分子、致富带头人等一起，前往浙江安吉，看看
别的乡村是怎么发展的。看到人家大力发展乡村旅
游的情形和办得红红火火的农家乐，从安吉回来后，
很多村民都动了心。但他们还是有很多顾虑：“我们
祖祖辈辈都是农民，只会耕地种田，也没有什么大厨
师，只会烧一些家常菜，真的可以搞农家乐吗？”

官巷村的党员陶宝贤第一个站了出来，决定开办
村上第一家农家乐“多彩池塘”。“我觉得我们官巷不
比别人的差，人家能干起来，我们也能。”采访中，陶宝
贤说。就这样，他成为了村里“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也成为了官巷试水发展乡村旅游的关键转折点。

2013年底，五个月的整治装修后，“多彩池塘”开
业了，2014年的春天，生意便红红火火起来。而随着
第一家农家乐的经营成功，半年后，官巷村里各具特
色的农家乐纷纷开办起来，甚至还吸引了外地客商投
资兴建了四星级农家乐。目前，官巷村已有8家农家
乐，还有2家正在建设当中。

也是从 2014 年这一年开始，官巷村的乡村旅游
发展驶入了快车道，不断完善着村中旅游的基础设
施：2014年，栽种睡莲、荷花等水生植物；2015年，完
成环湖整治；2016年，修建了亲水栈道；2017年，修建
了停车场；2018 年、2019 年，实现杆线下地、燃气进
村、污水管网改造，完善官巷旅游导视系统等……

“我们一年集中力量干一件事，按照水体修复与
景观规划相结合的思路，稳步推进旅游基础设施建
设，不遗余力对官巷环境进行综合治理。”陶旭说，现
在的官巷基础设施完善、乡风文明，“特别是春天，家

家户户院子两旁长满了各种各样的鲜花，使得整个村
庄显示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

通过官巷的示范带动，北陶村的其他自然村也纷
纷行动起来，整村推进，加入到以乡村旅游带动乡村
振兴的队伍中来。

逆袭第三步：
走出乡村振兴“官巷模式”

去年，官巷村的旅游人次达到了100万人次，“官
巷模式”越走越宽。

不过，如果把“官巷模式”引领乡村振兴这个目标
比作一盘棋的话，在六郎镇旅游宣传办主任汤小四看
来，这盘棋大概才下到三分之一，“官巷模式，还有很
长的路要走。”

“官巷模式的发展，首先在于项目。在推进旅游
产业中，没有项目的支撑，旅游产业难以可持续发
展。”汤小四向记者透露到，依靠着官巷的吸引力，北
陶村大力开展旅游招商引资活动，紧抓优质项目引
进，近年来，真果味、新创地、惠万家、野树林、冬桃采
摘等8家生态有限公司相继落户，成为乡村旅游的重
要平台。

“我们还在不断地打造乡村旅游的引爆点、提高
旅游吸引力，紧密连结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业和农
村服务业等产业形态和消费业态，继续狠抓项目招
引和建设。”据透露，目前，投资10.8亿元的官巷水街
项目即将开工；官巷村内民宿刚刚开业了一家，还有
多家正在筹划当中；多家农旅企业正在洽谈的路上，
在不远的未来，这里势必会是农旅体验的一大胜地
……

此外，记者了解到，“官巷模式”可不仅仅定位于
官巷村，他们着眼树立的是全域旅游的发展理念。

“我们致力于由单个项目独立发展到全域旅游
整体提升，形成组合型旅游产品，延长旅游产业链，
让景点之间更唱迭和。”正如汤小四所说，目前，在六
郎，草莓园、野树林蘑菇园、瑯山冬桃采摘园、农家乐
等生态果蔬采摘以及湿地花海、农事体验、水体旅
游、乡村度假、餐饮等项目，从官巷村至G329国道沿
途串珠成线，连线成片，官巷则是这个全域旅游线上
的一颗耀眼明珠。“我们马上即将开始对北陶村所有
水面进行整体的改造。目的，就是和之前的官巷一
样，把水治理好、把生态治理好，然后一步步地把其
他村也振兴起来，最后打出强强联手的旅游组合拳
……”

（图片由北陶村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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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城千县万村调研行”

提及湾沚区六郎

镇北陶村，大多数人都

有点陌生。但说起这

个行政村里的“网红

村”——官巷村，想必

大部分芜湖人就算没

游览打卡过，至少也有

所耳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