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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宿产业
激活乡村振兴一池春水

本报记者 马庆昆

推动小民宿释放“大潜能”
关华

金台区西府里民宿

陈仓区挖掘历史故事，利用农家院改造的“皇后山庄”民宿。

太白县梅湾村街景太白县依托自然景观建造的鳌山湑水民宿

近年来，民宿产业以其亲山近
水、风格独特、宁静精致的显著优
势，成为游客追逐的“诗和远方”。
我们不妨把小民宿作为美丽乡村
建设的破题之作，激发民宿产业释
放更大潜能，以此推动乡村振兴

“破圈”提速。
民宿产业大有可为。10 多年

前，乡村旅游方兴未艾，游客在饱
览乡村美景后，还想尝尝乡村美
食，甚至想深度体验农村生活，好
客的村民便将自家的空房子整理
出来，由此民宿业应运而生并逐步
扩大发展。经过这些年的发展，民
宿产业已经由原来的“留亲友”式，
向特色化、精品化、多元化迈进。特
别是太白县塘口村、白云村，结合

当地自然风光发展的高品质民宿，
吸引了大批外地游客，一住就是几
个月。这些民宿的兴起，带动了当
地村民就业，带火了当地土特产，
也带美了乡村环境。此外，陇县、陈
仓区等地把闲置宅基地利用起来，
招引资金参与进来共同发展民宿
业，让村集体的腰包越来越鼓，乡
村发展的路子越来越宽。

民宿产业的潜能亟待进一步
挖掘。在网络的推动下，民宿产业
站在了发展的“风口浪尖”，我市的
民宿产业能否接住这“泼天的富
贵”，进一步化“流量”为“留量”？
笔者认为，首先，要强化“游客”导
向，深度思考游客的需求，在舒适

度、体验感上下功夫，让民宿产业
成为优质旅游的一种方式 ；其次，
要结合地域特色，开辟新的体验服
务，例如采摘、垂钓、徒步、舞蹈等
项目，让游客体验到别样的风土人
情，留下难忘的乡村记忆。

民宿产业看似是一个村或一
户村民的事情，实际上，事关一个
产业的良性发展，事关乡村振兴的
大课题，这就需要各级农业农村和
文旅等部门共同助力。我们相信，
依托山水资源，宝鸡的民宿产业必
将迎来新的发展！

发展民宿业，农村气象新！

曾经的老屋、老宅基地变得古色

古香，以前人气不旺的小村庄被改造

成“别墅群”，优美的环境吸引了一大

批游客。

太白县咀头镇梅湾村街道干净

整洁，每家院子的文化墙都极富文化

内涵，路旁鲜花盛开、溪流潺潺，每隔

一段就有一个街头景观。村民王玲家

的民宿窗明几净、设施齐全，每年收

入 2 万多元，一家人的生活品质得到

了提升。

陇县八渡镇杨家庄村交通便利、

产业兴旺，为村里发展民宿产业提供

了有利条件。游客入住民宿，还能在

农业观光园里采摘水蜜桃、樱桃、苹

果、葡萄等水果，吸引了一拨又一拨

游客流连忘返。

陈仓区坪头镇庵里村移民搬迁

后的老宅基地基本废弃，村委会“化

腐朽为神奇”，依托附近景点，整体出

租发展民宿产业，村集体经济增收，

带动村民增收。

近年来，我市立足区域资源优

势，挖掘乡村特色优势产业，将民宿

产业作为促进文旅农旅融合、推动乡

村振兴的有效切入点，全市民宿产业

逐渐兴起。那么，我市民宿产业如何

因地制宜、科学发展？记者对此进行

了深入采访。

盘活资产

变“废”为宝是核心

“我把家里的老院子改成了民宿，

开业就有生意，整院出租 300多元一

天，真不错！”眉县横渠镇红祥村的

翟均测说，他家的老院子是1990年盖

的，三间砖房，仅住了 6年，全家就搬

到县城去了，之后房子便闲置了，偌大

的院子杂草丛生，看上去荒凉无比。

2023年，翟均测开始大规模改造小院，

粉刷墙壁，换树脂瓦，栽花种草，配置

全套的高档电器，就连厨房调料和厨

具都是免费使用，游客只用带上食材，

就能在民宿做饭生活了。

今年夏季 3 个月时间，翟均测

的民宿小院为他带来了近 2 万元的

收入。“老房子闲了 27 年，没想

到经过改造，还带来了经济

效益。”翟均测高兴地说。

张惠玲是眉县汤峪镇

人，她和老公租下红祥村

老村委会院子，改造成民

宿后，生意红火，每年

为村集体

上交租金 4 万余元，给村民带来了实

实在在的收益。

太白县咀头镇白云村的王世会，

将自家院子改造成民宿，游客在他家

民宿还能品尝农家饭，仅两年时间，

王世会的民宿收入了 5 万余元。王世

会高兴地说：“搞民宿给我们的生活

带来了很大变化，我和老伴不用出去

打工，在家还能看房子，地里种的土

特产游客也很喜欢，有了收入，我们

的心情特别好！”

翟均测、王世会是宝鸡近 300 家

民宿经营者的代表。目前，太白县、眉

县、陈仓区、凤县、凤翔区、千阳县、岐

山县、陇县、金台区都有民宿成功入

选全市等级旅游民宿名录库，仅太白

县就发展精品民宿 156 户，带动就业

500 余人。

大力发展

政府鼓励是保障

宝鸡文化底蕴深厚，自然生态环

境优美，是联合国人居奖获得城市，

还是全国文明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

市、国家森林城市，发展民宿具有得

天独厚的优势。

2023 年初，我市出台的《旅游产

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3—

2025）》鼓励支持大力发展民宿产业。

市商务局也下发相关文件，对发展民

宿产业提出明确指导意见。去年，市

文化和旅游局评选出全市等级旅游

民宿，并公开推出入选民宿名录。今

年，宝鸡市旅游民宿协会成立，进一

步规范、引导和促进我市民宿行业抱

团发展，民宿产业从此有了相互学习

提高、对外交流的平台。

市农业农村局在“千村示范、万

村提升”工程行动方案中，支持有条

件的地区利用闲置宅基地和住宅发

展休闲农业、乡村旅游及民宿等富民

产业，与“美丽庭院”“文明村庄”建设

相结合，最终实现美丽乡村建设全覆

盖。这一系列政策为大力发展民宿产

业保驾护航，给村民吃了“定心丸”。

同时，我市还在陇县进行盘活农村

“闲置房屋、闲置宅基地”试点工作，

鼓励村民以多种形式发展民宿产业。

“发展民宿产业和乡村振兴相互

促进，一脉相承。”太白县委副书记白

海明说，村民发展民宿产业就要改造

院子、粉刷整理房间，甚至将部分房

屋重建。村里要硬化道路，种树栽花，

美化村庄，水、电、取暖设施，垃圾转

运、污水处理设施等都要建设齐全；

村集体或村民在经营民宿过程中，卫

生条件、服务规范、饭菜质量、文明用

语都有明确要求；各级政府还会定

期检查打分评比，达不到标准的要停

业整顿或取消接待资格。发展民宿产

业，使村庄面貌越来越美，村民素养

越来越高，从而促进乡村振兴。

科学适度

因地制宜是关键

“民宿发展要突出差异化，内部

设施现代化，外部风貌自然化。与周

边生态环境、人文景观相得益彰，使

民宿更具宝鸡文化味、自然味、乡土

味、人情味。”市文化和旅游局市场管

理科庞少辉说，宝鸡发展民宿产业条

件优越，但也要因地制宜，做好定位，

突出乡村特色，不能盲从。

市农业农村局乡村建设促进科科

长万林义说，民宿产业在解决农民就

业、带动农民创业、促进农旅融合和乡

村振兴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民宿

可以是农户改造自家院落独立经营，

也可以是“村集体合作社+企业”“村

集体+企业+农户”等模式经营。发展

民宿产业除了依托自然风光外，还可

以挖掘当地的红色文化、休闲农业、特

色饮食、民间传说、田园风光等资源，

给游客带来不一样的美好体验。陈仓

区香泉镇王家庄村村民依托“长孙皇

后”的故事，在村里建起山庄民宿，游

客住在民宿，可以慢慢探寻美丽的传

说；凤翔区六营村的泥塑名扬海内外，

游客在民宿可以动手体验泥塑制作过

程；岐山县周公庙景区附近的村民，

依托名胜景点发展民宿。

庞少辉分析，从目前来看，宝鸡的

民宿产业与云南、江浙等地区相比还

存在一些差距，县区发展也不均衡，风

格比较单一。同时，服务内容要创新，

项目不能仅限于餐饮、茶饮、棋牌、垂

钓等，要深入挖掘历史文化、农耕体验

等旅游要素，大力开发文创产品。大部

分民宿从业者在经营、管理、服务、宣

传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还有待

于提高，要及时根据市场变化调整产

品和服务内容。此外，民宿产业涉及旅

游、环保、住建、卫生、消防、公安等诸

多部门，亟待形成一套科学合理、便捷

高效的协同监督机制，制定统一的行

业标准和监督规范。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

愁，这是乡村民宿留在人们心底的那

份最真的情怀。相信随着各方的共同

发力，我市民宿产业必将迎来高质量

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