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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地质文化村建设是积极响应“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的地质实践,其理论体系构建与实践模式探索

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基于乡村振兴视角,以“生态振兴”、“文化振兴”、“产业振兴”、“人才振兴”和“组织振兴”五个

方面为总纲,以“两山理论”、“乡村治理理论”等为指导,提出地质文化村建设应以“地质保护优先” +“科学合理利

用”为核心宗旨,以“讲好地质故事” +“传承乡村文化”为发展动力,以“产业体系构建” +“村民增收致富”为重点内

容,以“人才队伍建设” +“共建共享共赢”为建设方式,以“地质价值认同” +“基层组织建设”为根本保证,形成地质文

化村的理论框架体系。 在实践模式方面,体现了“三生一体”、“近景、近园”、“多元融合发展”、“村支两委+村民”主

导等模式。 在未来发展中,应大力开展全国创建试点,加大地质文化村理论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构建服务地方工作

机制。

关键词:地质文化村;理论框架;实践模式;乡村振兴;未来对策与建议￬

　 　 伴随着乡村振兴国家战略的提出,地质工作紧

紧围绕“地质+”或“ +地质”开拓创新,并进一步向

乡村延伸(杜少喜等,2018),地质文化村的建设受

到了高度重视。 2018 年,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

局命名浙江省嵊州市通源乡白雁坑村为“全国首个

地质文化村”(董颖等,2021)。 2019 年,中国地质调

查局将“加大探索推进地质特色小镇和地质文化村

创建力度”作为重点工作之一,提出了“地质为魂、
保护为基、生态为要、民富为本”建设原则,全面开

启地质文化村(镇)建设工作,并印发了《推进地质

文化村(镇)建设总体工作方案(2019-2021 年)》,
明确在全国打造一批“空间开放、产业鲜明、生态宜

居、文化丰富”的地质文化村(镇);提出在“十四五”
期间,地质文化村品牌在社会上得到广泛认可,形成

一批类型多样、特色鲜明、有较高知名度、成效突出

的 100 处地质文化示范村。 2020 年,中国地质调查

局和中国地质学会联合发布了《地质文化村(镇)建

设工作指南(试行)》。 2021 年 7 月,中国地质学会

公布了首批 8 个三星级地质文化村,18 个挂牌筹建

地质文化村(殷小艳等,
 

2021)
 

,地质遗迹特征和资

源禀赋各有特点(表 1)。 但是作为一项新生事物,
地质文化村在理论研究层面成果较少,少数学者对

地质文化村的科学内涵与建设内容、单体地质文化

村地质遗迹景观与保护等进行了研究(赵洪飞等,
2018;丁华等,2021),整体上需要进一步深层次的系

统剖析和研究。 本文将基于乡村振兴视角,以“生

态振兴”、“文化振兴”、“产业振兴”、“人才振兴”和

“组织振兴”五个方面为总纲,引入“两山理论”、“场

所精神理论”、“产业经济理论”、“相关利益主体理

论”、“乡村治理理论”等视角,探索构建地质文化村

建设的理论框架及实践模式,以期为地质文化村科

学、有序、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1　 地质文化村建设的理论框架构建

地质文化村(镇)是依托乡村地质资源禀赋,通
过深度挖掘地质科学和文化,将其与乡村建设相融

合,发展特色产业和经济,提升乡村生活品质和文化

内涵,形成的宜居宜业特色乡村(《地质文化村(镇)



表 1
 

全国首批地质文化村统计一览表

Table
 

1
 

Statistical
 

list
 

of
 

the
 

first
 

batch
 

of
 

geological
 

culture
 

villages

地质文化村名称 地质遗迹特征 人文资源 备注

全
国
首
批
三
星
级
地
质
文
化
村

全
国
首
批
挂
牌
筹
建
地
质
文
化
村

浙江省嵊州市白雁坑

村

白垩纪火山喷发形成的凝灰岩质巨石堆积体、崩塌遗迹、
剥夷面及高山湿地

千年香榧林 全国首个地质文化村

浙江省台州市仙居县

金村

中生代火山岩峰、嶂、一线天、拟形石等火山岩景观类型;
崩塌巨石、V 字形峡谷等

油菜花、古河故道、梯田、
天然矿泉水

2018 地质文化村建

设示范村

江西省萍乡市莲花县

高滩村
岩溶地貌及碎屑岩地貌景观 红色文化、富硒土地

全国 “ 一村一品” 示

范村

山东省泰山景区曹家

庄村

2. 5
 

Ga
 

左右侵位的二长花岗岩为主,崩塌类、球形风化

类及典型现象或地质关系类
曹氏民间传说

湖北省宜昌市远安县

落星村

三叠纪远安“贵州龙”和全球独一无二的湖北鳄类化石、
最原始的鱼龙类化石和最早的鳍龙类化石等海生动物化

石

花鼓戏、远安皮影
中国化石第一村;国

家森林乡村

广西壮族自治区凤山

县下牙村

三叠系岩溶峰丛、峡谷景观,洞穴钟乳石景观、岩溶高山

湖泊

姜茂生将军故居、蓝衣壮

民族服饰等

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

儒安村
第四纪火山群地质景观

火山岩古民居(陈氏民居

群)
700 余年历史古村落

河北省保定市顺平县

杨家台村
中元古界雾迷山组叠层石 红色旅游田园综合体 神南文化小镇

河北省保定市阜平县

不老台村

“阜平岩群”、“阜平运动”的命名地,“阜平隆起”的核心

区;2. 5
 

Ga
 

太古宙以来多期次的构造运动形成的变质岩

地貌等

静月寺遗址、百年古民居、
烈士陵园

河北省承德市兴隆县

诗上庄村

中元古界雾迷山组的碳酸盐溶洞、保存完好的 25 亿年前

的大洋地壳残片———蛇绿岩等

刘章故居及诗歌馆、抗战

遗址等
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浙江省金华市磐安县

施家庄村

“平台—峡谷—平板溪”的复合地貌景观,特别是三面临

崖的火山岩悬崖景观
高山风情悬崖村落

浙江省衢州市江山市

莲塘村
寒武系江山阶“金钉子”、震旦纪叠层石和岩溶石林 古井、古樟、文昌阁遗址 700 年古村落

安徽省安庆市潜山市

求知村

古新世脊椎动物群化石和举世著名的大别山超高压变质

带遗迹点;距今 6000 万年年前古新世纪中期时代“东方

晓鼠”“安徽模鼠兔”化石

年糕制作等
安徽省美丽乡村 &
特色景观旅游名村

安徽省宿州市泗县老

山村
震旦纪叠层石资源和区域特色岩溶地貌景观 泗州戏等

安徽省美丽乡村重点

示范村

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

杞溪村
中生代火山地质遗迹资源

传统木雕艺术、榨油工艺

和油茶、灯彩
中国传统村落

福建省福州市平潭县

北港村
丰富的海蚀地质遗迹、花岗岩滨海地貌 石头屋建筑群和渔耕生活 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福建省南平市浦城县

富岭镇
典型的火山岩地貌

香榧基地、红军练兵场等

遗址;匡山狮子舞等
浦城东大门

江西省赣州市兴国县

高多村

第三纪晚期典型丹霞地质遗迹:大型斜层理等原生沉积

构造及表面棋盘状、龟背状、玫瑰状后期风化裂隙

富硒土地、湿地、河流、千
年古樟树

国家森林乡村

江西省赣州市宁都县

大洲塘村
火山岩地貌、丹霞地貌、河流正向相对等 客家民俗 江西省森林乡村

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

灵山岛

早白垩世以来的海蚀崖、蚀穴等海蚀景观;典型褶皱剖面

与变形构造

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灵山岛

海参等
中国北方最高海岛

河南省洛阳市嵩县石

场村
奥陶纪喀斯特石芽及象形石景观 保安楼、石质民居等 中国传统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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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文化村名称 地质遗迹特征 人文资源 备注

全
国
首
批
挂
牌
筹
建
地
质
文
化
村

广东省韶关市仁化县

夏富村
丹霞地貌

李氏宗祠、 “ 三盘菜” ( 石

螺、坭鱼、红烧肉)
广东最美古村落、旅

游名村

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

鲍峡镇

武当山群变质岩剖面、元古代辉绿岩剖面、寒武系水沟口

组等;寒武纪绿松石及矿产地质遗迹、矿业生产遗迹、矿
山社会生活遗迹等

云盖寺等宗教古建筑;凤
凰灯舞、闹莲船、郧阳四六

句

边贸重镇

湖南省娄底市冷水江

市锡矿山镇
国家锑品研发和出口基地、众多典型矿冶遗址

古碉堡、忆苦窿、烈士塔、
千米垂直层次直井、锑都

文化博物馆

世界锑都

甘肃省定西市漳县九

居谷村

泥盆纪—二叠纪丹霞山块群、翁形围谷、石柱等( 2 亿至

0. 65 亿)
定西地域特色文化

新疆阿勒泰地区富蕴

县塔拉特村

泥盆纪花岗岩地貌景观、可可托海伟晶岩稀有金属矿床

遗迹景观、小型峡谷地貌
哈萨克族民俗风情

国家森林乡村、乡村

旅游重点村、全国生

态文化村

注:
 

据殷小艳等(2021)修改。

建设工作指南(试行)》,2020)。 建设地质文化村是

地质公园、矿山公园、温泉之乡等保护区建设的补充

和完善,是保护地质环境和非等级地质遗迹保护的

积极探索和尝试,也是建设美丽乡村、促进乡村高质

量发展的现实需要,更是普及地球科学知识、提高全

民文化素质的重要途径。 基于乡村振兴视角,地质

文化村具有“六维属性”和“六大建设重点”,“六维

属性”是指主要功能、空间载体、建设主题、利益主

体、行为准则、价值导向等属性,“六大建设重点”是

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

活富裕”为总要求,围绕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
地质文化产品 IP、高效产业及项目、多元人才体系、
地质保护措施、文化村管理机构等方面开展(丁华

等,2020)。 由于地质文化村发展历史极短,与地质

公园、美丽乡村等相比,发展面临新的形势和要求,
也没有其他国家的理论和模式可以借鉴,基于乡村

振兴视角,围绕“生态振兴”、“文化振兴”、“产业振

兴”、“人才振兴”和“组织振兴”,构建新时代地质文

化村建设的理论体系、探索实践模式显得十分迫切

而且必要。
1. 1　 生态振兴:两山理论———以“地质保护优先”+

“科学合理利用”为核心宗旨

　 　 2005 年 8 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2006 年 3 月,习近平

总书记对“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关系作了系统

性阐释,提出了“三个阶段” 的关系论;2017 年 10
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两山理论”是在我国生

态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的背景下提出的,要求社会

主义发展既不能只看到“金山银山”而忽视“绿水青

山”,也不能只重视“绿水青山”而舍弃“金山银山”
(卢宁,2016. ;马勇等,2018;胡咏君等,2019;杨莉

等,2019),生态环境保护是经济发展的战略底线,
同时要将良好的生态环境变成推进我国向前发展的

生产力。 基于“两山理论”,要求地质工作显著增强

以支撑服务生态文明建设(钟自然,2018)。 地质文

化村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的地质

遗迹和环境保护实践探索,是地质工作助力乡村振

兴的重要途径,首先要以地质遗迹和环境保护为要

务,以此为基础做好科学合理利用,将地质遗迹和环

境保护转化为资源优势,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

护,构建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为主体的生态经

济体系。
1. 2　 文化振兴:场所精神理论———以“讲好地质

故事”+“传承乡村文化”为发展动力

　 　 1979 年,挪威建筑理论家诺伯格·舒尔茨从建

筑学的角度提出了“场所精神” ( genius
 

loci),指出

场所是一种人化的空间,其物质和精神特性被认同

后,折射出场所精神。 场所精神深入揭示了实体空

间的形式所负载的地方特性和文化特性的意义,揭
示了人的生活方式与所处环境的紧密关系(陈育

霞,2003;王鹏,2011)。 现代人感知场所精神的主要

路 径 是 “ 方 向 感 ” ( orientation ) 和 “ 认 同 感 ”
(identification)。 基于场所精神理论,地质文化村应

以村落空间载体为依托,明确地质遗迹景观和地质

环境的特点、形成原因及演化历史,突出独特的地质

主题,讲好地球故事,并科学阐释乡村聚落选址、农
业发展、民俗风情等与区域地质演化的关系,彰显地

质文化,使地质文化与美丽乡村建设、产品开发全面

结合,找到“地质文化+乡村文化”的切入点、助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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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引爆点,形成“地质文化+乡村文化”相结合的地

质科普、观光、休闲、度假的线路和项目,使地质文化

村成为讲好地质故事、传承乡村文化的平台和手段。
1. 3　 产业振兴:产业经济理论———以“产业体系

构建”+“村民增收致富”为重点内容

　 　 地质文化村的产业体系构建是乡村振兴的关键

因素和重要基础,产业兴旺是解决农村问题的前提,
如何培育、壮大、优化乡村产业规模和结构是地质文

化村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产业经济主要以具有某种

共同特征的产业集合或集群为研究对象,揭示产业

结构、产业组织等的形成因素及特征。 产业经济理

论内涵丰富,包含有产业组织理论、产业结构理论、
产业关联理论、产业集群理论、产业生态理论等。 传

统的产业组织理论体系主要是由张伯伦、梅森、贝
恩、谢勒等建立的,即著名的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

市场绩效理论范式 ( 又称 SCP 模式) ( 张艳辉,
2005);其后,在区位理论、大推进理论、增长极理

论、网络理论等的研究基础上,产生了产业关联、产
业集群、产业生态等(赵秀丽,2011)。 基于产业经

济理论,地质文化村应开展详细综合的地质遗迹和

地质环境调查,围绕区域特色农业、特色养殖业、农
产品加工等,通过农业地质、土壤地球化学、水文地

质、旅游地质、工程地质、区域地质灾害防治等手段,
为乡村高附加值、高效能的优势特色高效产业的选

择提供科学依据;因地制宜地发展生态农业、绿色农

业、地质旅游、研学教育、生态康养、乡村旅游等产

业,促进乡村产业体系的构建和村民的增收致富,最
大限度地实现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协

调统一,充分展现地质工作服务社会的功能。
1. 4　 人才振兴:利益主体理论———以“人才队伍

建设”+“共建共享共赢”为建设方式

　 　 1963 年, 斯 坦 福 研 究 所 ( Stanford
 

Research
 

Institute)首次使用了利益主体理论这个术语,后来

弗瑞曼(Freeman)发展并进一步完善了利益主体理

论,对某一组织利益主体的界定是“可以影响该组

织目标的实现或受该目标影响的任何组织或个体”
(丁华等,2012)。 地质文化村建设中涉及到多个相

关利益主体,包括自然资源管理部门、环境保护部

门、农业农村部门、地学科研机构、旅游科研机构、村
委会、社区村民、城乡游客等。 首先,政府各职能部

门、村委会是建设的主要力量,应做好地质文化村的

人才培训和建设,形成懂地质、讲地质、用地质的人

才队伍;其次,各司其职,准确定位,政府做好基础设

施建设和公共服务配套,科研机构做好智力支持和

指导,村委会和居民应做好产业发展,游客践行绿色

旅游;第三,牢固树立人人都是“生态卫士”的理念,
齐心协力以及多方合作共同推进地质文化村建设,
活化乡村地质文化,助力乡村振兴,推动地方社会精

神文明建设,提高公众保护意识,共享地质文化村的

发展成果,形成合作共赢的局面。
1. 5　 组织振兴:乡村治理理论———以“地质价值

认同”+“基层组织建设”为根本保证

　 　 20 世纪 90 年代,治理与善治理论成为西方学

术界最具有影响力的理论体系。 在 90 年代后期,中
国学者将西方治理理论与中国“三农”问题结合,提
出了“乡村治理”理论,并不断深入剖析和丰富完善

(苏敬媛,2010)。 中国乡村治理理论强调治理主体

多元化、权力配置多元化、以公共利益为目标导向和

治理过程自主化(王新心,2015)。 基于乡村治理理

论,地质文化村建设、发展应坚持党管农村工作,以
现有村党支部为依托,以党员为抓手,建设地质文化

村管理机构;落实党政一把手是地质遗迹和地质环

境保护第一责任人,把坚持党的领导与尊重农民主

体地位统一起来,让农民真正成为地质保护和利用

的参与者、建设者和最主要的依靠力量。 以地质遗

迹和环境就是金山银山价值认同为基础,推动地质

文化村建设,深化村民自治实践,以地质遗迹和地质

环境保护及合理利用为契机,培养造就一批坚强的

农村基层党组织和优秀的农村基层党组织书记,发
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建立现代乡村地质治理体制,
确保乡村社会充满活力、安定有序。

按照地质文化村(镇)建设的“地质为基、文化

为魂、融合为要、惠民为本”的原则,基于乡村“生态

振兴”、“文化振兴”、“产业振兴”、“人才振兴” 和

“组织振兴”,构建地质文化村建设的理论框架(图

1)。

2　 地质文化村的实践模式

依据 《 地质文化村 ( 镇) 建设工作指南 ( 试

行)》,地质文化村的建设坚持因地制宜、突出特色,
可分为“地质+生态旅游”、“地质+生态农业”、“地

质+自然教育”、“地质+生态康养”、“地质+创新创

意”、“地质+综合服务”等六种建设模式,这些模式

主要基于地质文化村发展的主要功能或主要资源要

素提出,例如,生态旅游、自然教育、生态康养、综合

服务是主要旅游功能;生态农业、创新创意是资源要

素,较好指导、引领了地质文化村的发展方向。 在此

基础上,围绕乡村振兴,本文主要基于“三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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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基于乡村振兴视角地质文化村理论框架体系构建

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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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mework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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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logical
 

culture
 

village

空间特点、资源开发和运营管理视角,提出以下模

式:
2. 1　

 

“三农”发展:“三生一体”模式

地质文化村是“地质文化”主题内容与“村域”
载体的有效叠加,其发展建设对村(镇)道路、水电、
卫生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完备提出了基本要

求,对产业构建和惠民富民提出了基本定位。 通过

地质文化村建设,可大力发展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

服务体系,提升乡村环境品质,发展特色农业产业和

经济,提高农民收入和生活质量,使农村建设、农业

生产、农民生活三者紧密衔接、互相促进,成为农村、
农业和农民协同发展的“三生一体”模式,使村落变

成宜居宜业的特色乡村。
2. 2　 空间特点:“二近”模式

从空间特点看,地质文化村建设主要体现“二

近”模式———“近景、近园”。
近景模式主要是指地质文化村位于优美或独特

的地质遗迹景观区域内或周边,例如湖北省宜昌市

远安县落星村,位于三叠纪水生爬行动物化石等遗

迹景观区,拥有三叠纪远安“贵州龙”和全球独一无

二的湖北鳄类化石、最原始的鱼龙类化石和最早的

鳍龙类化石等海生动物化石,被称为“中国化石第

一村”。
近园模式主要是指地质文化村位于地质公园内

或公园周边,例如山东省泰山景区曹家庄地质文化

村,地处泰山世界地质公园周边,以 2. 5
 

Ga 左右侵

位的二长花岗岩为主,具有崩塌类、球形风化类及典

型现象或地质关系类。
2. 3　 资源开发:“多元融合”模式

地质文化村将地球故事和村镇历史融合、农业

地质和农耕文化融合、环境地质和村民生活融合,具
有科普教育、审美游览、休闲度假、地质研学、养生康

疗等一系列的科学研究和社会经济功能,基于乡村

产业振兴视角,地质文化村除了依托地质遗迹和地

质环境资源外,还充分挖掘、利用各类资源,例如国

家地理标志产品(福建大田县华兴镇杞溪村“大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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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茶”等)、民俗风情(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月

照村彝族查尔瓦传统服饰、坨坨肉等)、品牌民宿、
传统民居等各类资源,大力发展生态农业、青少年研

学、地质旅游、乡村旅游、文创等产品,围绕“吃、住、
行、游、购、娱”构建产业体系,使地质遗迹景观的科

学价值、审美价值、科普价值、生态价值和其他资源

的人文价值、社会价值充分融合,不断增强核心吸引

力,形成多元融合发展模式。
2. 4　 运营管理:“村支两委+村民”主导模式

地质文化村发展中,一直坚持党管农村工作,以
现有村支两委为依托,设立地质文化村管理机构。
运营管理上,可以总结为“村支两委+村民”、“村支

两委+合作社+村民”、“村支两委+村民+外来企

业”、“村支两委+合作社+村民+外来企业”等模式,
这些模式充分反映了村支两委和村民在地质文化村

中的主导作用,也充分体现了地质文化村“惠民为

本”的理念,让村民实现物质上富裕、精神上富有,
村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断提升。

3　 未来对策与建议

3. 1　 大力开展全国创建试点

积极推进在不同地质构造背景、地质遗迹景观

的山水生态区、户外运动区、乡村旅游区、休闲农业

区、休闲度假区等地建设地质文化村,积极鼓励在地

质资源丰富的旅游脱贫重点区(县)建设地质文化

村,积极扶持在地质资源丰富但发展基础薄弱的区

域建设地质文化村。 在全国开展地质文化村试点工

作,围绕“地质+生态旅游”、“地质+生态农业”、“地

质+自然教育”、“地质+生态康养”、“地质+创新创

意”、“地质+综合服务”等六种建设模式,评选一批

发展基础较好、地质文化主题突出、建设和经营管理

水平先进、互联网等智慧手段得当、综合效益突出的

示范村,总结发展经验,推广运营模式,引导功能升

级。
3. 2　 加大地质文化村的理论研究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和

对美好文化的追求,人们对地质文化村的需求越来

越高,作为一项新生事物和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其
理论研究与实践模式凝练总结尚处于起步阶段和空

白状态。 在未来发展中,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应积

极因地制宜,加大理论研究的资金投入和研究深度,
坚持“一村一品”的特色发展道路,坚持逐步完善地

质文化村系列标准,精心培育地质文化新业态和新

模式,进一步丰富、完善地质文化村的理论框架体

系。
3. 3　 构建服务地方工作机制

地质文化村是新时代背景下区域综合地质调查

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是地质科学文化与乡村

振兴的有机结合,是将地质资源转化为社会经济产

品的载体。 未来应以项目为纽带,从过去单一注重

地质保护逐步向“保护优先、合理利用、资源融合、
部门联动、品牌建设、项目推进”转变;按照不同发

展模式,构建服务地方工作机制,做好地质文化村规

划编制、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地质遗

迹和环境保护、人员培训等工作,体现生态文明建设

理念,形成各相关利益主体共建共享的局面。

4　 结语

地质文化村建设是新时代背景下的地学新课

题,其建设是积极响应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的地质

实践,是地质公园体系的补充和完善,也是对于地质

环境和非等级地质遗迹保护的探索和尝试,其理论

体系构建与实践模式探索对于地质文化村科学、有
序、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两山理论”、
“场所精神理论”、“产业经济理论”、“利益主体理

论”、“乡村治理理论”等,本文提出了地质文化村发

展的核心宗旨、发展动力、重点内容、建设方式和根

本保证;基于“三农”发展、空间特点、资源开发和运

营管理视角层面,提出了地质文化村的 “ 三生一

体”、“二近”、“多元融合发展”、“村支两委+村民”
主导等发展模式。 从发展前景看,地质文化村的建

设和推行不仅创新了地质遗迹保护的方式和手段,
还将极大丰富村落的文化内涵并促进旅游业发展,
带动村民增收致富,未来应大力开展全国创建试点,
加大地质文化村理论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构建服务

地方工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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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
 

framework
 

construction
 

and
 

practical
 

mode
 

of
 

geological
 

culture
 

villages’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DING

 

Hua1 ,2,3) ,DING
 

Hui4) ,
 

CHEN
 

Xinyuan1 ,2,3) ,CHEN
 

Shanshan1 ,2,3) ,LIAO
 

Wenqiang1 ,2,3)

1)
 

School
 

of
 

Architecture,
 

Chang’an
 

University,
 

Xi’an,
 

710061;
2)

 

Shaanxi
 

Yellow
 

River
 

Research
 

Institute,
 

Xi’an,
 

710061;
3)

 

Institute
 

of
 

Tourism
 

Planning
 

and
 

Design,
 

Chang’an
 

University,
 

Xi’an,
 

710061;
4)

 

Xi’an
 

Center
 

of
 

China
 

Geological
 

Survey,
 

Xi
 

’an,
 

710054

Objectiv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based
 

on
 

the
 

“ Two
 

Mountains
 

Theory”,
 

“ Genius
 

Loci
 

Theory”,
 

“ Industrial
 

Economic
 

Theory”,
 

“ Relevant
 

Stakeholder
 

Theory”
 

and
 

“ Rural
 

Governance
 

Theory”
 

etc. ,
 

this
 

article
 

form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system
 

and
 

puts
 

forward
 

practical
 

mode
 

of
 

geological
 

culture
 

villages.
Methods:By

 

literature
 

review
 

method,
 

model-building
 

method,
 

case
 

analysis
 

method
 

and
 

inductive
 

method
 

to
 

propose
 

focus
 

of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practical
 

mode
 

of
 

geological
 

culture
 

villages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Results:Guided

 

by
 

the
 

“ Two
 

Mountains
 

Theory”,
 

“ Genius
 

Loci
 

Theory”,
 

“ Industrial
 

Economic
 

Theory”,
 

“Relevant
 

Stakeholder
 

Theory”
 

and
 

“ Rural
 

Governance
 

Theory”,
 

this
 

article
 

form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system
 

for
 

the
 

geological
 

culture
 

villages,
 

which
 

proposes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geological
 

culture
 

villages
 

should
 

be
 

based
 

on
 

“ geological
 

protection
 

priority”
 

and
 

“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utilization”
 

as
 

core
 

principal,
 

with
 

“telling
 

good
 

geological
 

stories”
 

and
 

“ inheriting
 

rural
 

culture”
 

as
 

the
 

development
 

motivation,
 

and
 

“ constructing
 

industrial
 

system”
 

and
 

“ increasing
 

villagers’
 

income”
 

as
 

the
 

driving
 

force
 

key
 

content,
 

and
 

“ constructing
 

talent
 

teams”
 

and
 

“co-construction,
 

sharing
 

and
 

benefiting”
 

as
 

construction
 

mode,
 

and
 

“identifying
 

geologic
 

value”
 

and
 

“building
 

grassroots
 

organization”
 

as
 

the
 

guarantee
 

system.
 

In
 

terms
 

of
 

practical
 

models,
 

then
 

summarizes
 

the
 

practice
 

models
 

of
 

“ three
 

in
 

one”,
 

“ close
 

to
 

geological
 

relic
 

landscape
 

areas
 

and
 

geoparks”,
 

“ diversified
 

and
 

integrated
 

development”
 

and
 

“leading
 

roles
 

of
 

two
 

committees
 

of
 

villages
 

and
 

villagers”.
Conclusions:The

 

construction
 

of
 

geological
 

culture
 

villages
 

is
 

a
 

geological
 

practice
 

that
 

actively
 

responds
 

to
 

national
 

strategie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its
 

theoretical
 

system
 

and
 

exploration
 

of
 

practical
 

models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his
 

article
 

put
 

forward
 

the
 

core
 

principal,
 

development
 

motivation,
 

key
 

content,
 

construction
 

mode
 

and
 

guarantees
 

system
 

of
 

development
 

of
 

geological
 

culture
 

villages;
 

and
 

summarizes
 

the
 

practice
 

models
 

of
 

geological
 

culture
 

villages.
 

I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we
 

should
 

vigorously
 

implement
 

national
 

pilot
 

projects,
 

increase
 

the
 

breadth
 

and
 

depth
 

of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geological
 

culture
 

village,
 

and
 

build
 

a
 

working
 

mechanism
 

to
 

serve
 

local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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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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