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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题]

柳垂碧水、溪水潺潺，宁静的河畔景色映照着闲适乡
村之韵；竹对青山、炊烟袅袅，惬意的田园风光尽显悠然郊
野之趣。

如今，乡村民宿不断涌现，新的旅行居住方式，正以其
独特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在闲暇时光从城市回到
乡村，找寻“诗与远方”。民宿作为乡村旅游的一项重要内
容，一头连着八方游客的“刚需”，是游客深入了解旅行目
的地风土人情的“中转站”；另一头连着乡村振兴，成为带
动乡村经济增长、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

紧抓机遇 古村老屋“变身”民宿

“擦”去老旧宅院的尘土，古村老屋“变身”民宿。6 月
6日，在商州区张峪沟“峪见童年”民宿项目点，老旧民宅群
落正经历着一场翻天覆地的改造。通过精心的修复和翻

新，这些与自然紧密相连的古宅正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将
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向大家展示重生之美。

“如今江山景区、北宽坪红色教育基地等景区的建成，急
需一批优质民宿项目，去抓住商洛旅游业发展带来的机遇，
更好地留住来商游客，让游客看到商洛的美景，品尝商洛的
美食，感受商洛的风土人情。”南秦投资公司副总经理陈凯介
绍，“商州区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张峪沟植被茂密，山
深沟长林密，自然景观优美，动植物资源丰富，鸟语花香、绿
意盎然，格外适合作为民宿选址。我们在张峪沟内打造的

‘峪见童年’民宿项目，将为亲子旅游提供更好的去处。”
依托张峪沟优美的生态环境和便捷的区位优势，商州

区对原有闲置宅基地进行盘活，规划“林卧秦岭”高端民宿、
“良栖山语”合家民宿、“峪见童年”亲子民宿、“秦岭深处”野

奢民宿4个民宿点位，将形成张峪沟品牌民宿片区。
乡村是保留多元化传统文化的重要地区，游客之所以选

择民宿而非酒店，很大程度是基于对当地民俗风情、特色文
化的向往。乡村民宿的文化表达，不仅体现在建筑设计上，
也体现在饮食、节庆、文化活动和体验项目中，如何发挥文化
特色、增强文化表达，是乡村民宿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我们致力于为游客提供一个超越传统住宿体验的场
所、一个承载文化交流与学习的平台。”陕西云上锦歌乡村
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王艺锦告诉记者。她的民宿项目位
于三岔河镇三星村，周边拥有 100 多亩梯田，通过把土壤
送到云南农业大学分析，确认梯田可以种植茶叶。因此，
她主张将传播茶文化与民宿经营相结合，让游客在享受自
然美景的同时，亲身体验采摘茶叶、炒茶制茶的乐趣，在山
间品茶香、悟茶意。未来，还将在民宿中引入一系列深受
城市年轻人喜爱的山间雅集活动，例如茶道、古琴、插花、

音钵疗愈等，确保入住的用户每天都能参
加不同的活动，沉浸式体验国学文化。

除了优美的自然环境、完善的硬件设
施，打造高端民宿还需要引入先进的市场化
营销理念和建立专业的运营团队。商州区
民宿群项目引进携程集团、海南归旅公司等
国内知名企业，参与民宿项目的设计、建设、
运营，在规划设计阶段引入国内专业民宿运
营团队不断提升完善设计方案，高标准设计
建筑风格、室内装修、公共设施配套等，严把
建设质量，提升个性化、特色化的巧妙创意
和服务供给，避免民宿同质化问题，打造有
文化、有品质、有特色的商州旅游民宿品牌。

“我们的民宿项目在张峪沟深处，属于
较为小众的野奢民宿，对自然的‘轻介入’
是‘归旅·秦岭深处’的最大特点。我们希
望能最大限度地保护自然环境，不去大挖
大建，一方面，尽可能保留老建筑的原貌，
重点引入具有商洛特色的本土文化和文创
元素；另一方面，在民宿营地搭建露营帐

篷，让游客真正感受与自然的融合。”海南归旅文旅产业发展
有限公司总经理何雷向记者介绍，“我们的公司目前在全国
拥有 100万的高端客群和粉丝，借助公司的全国营销系统，
从客户预定起，提供一对一的全流程管家服务，将客户向商
洛引流。”

盘活资源 探索业态融合路径

“当时知道要实施张裕沟民宿项目，第一反应就是高
兴。”提起张裕沟民宿项目，刘湾街道枣园村党支部书记任
波略显激动，“我们村以前集体经济结构单一、总体收益不
高，可以说是经济薄弱村，财政资金紧张，土地流转困难，

特色产业龙头项目更是匮乏，张裕沟民宿项目的实施对我
们而言就是一次发展机会。”

据了解，张峪沟民宿四个项目流转盘活枣园村闲置土
地 60 多亩，村民土地入股，企业每年按阶梯分红模式给枣
园村集体经济组织进行分红。项目整体采用“村集体经济
组织+平台公司+运营公司”模式运作，建成后，由专业运
营团队完全市场化经营，村集体经济按合作模式预计每年
获得固定收益约 18 万元。自项目实施以来，枣园村依托
村集体经济组织旗下四季逢发公司，回购村内闲置旧宅院
落 102处，回购资金 201万元，惠及群众 131户。四个项目
点累计流转枣园村群众土地 111.5 亩，每年租金 15.58 万
元，20 年累计收益 311.6 万元。村集体经济按照分红模式
20 年累计分红 600 万元。通过项目实施盘活带动农家乐
14家，预计年收益 210万元。

“项目建成后，我们的工作重点将向民宿康养文化培
育延伸，让村中每一位群众都成为民宿运营的宣传员、康
养文化的传承者，进一步保障康养企业健康运行，努力打
造成商州乃至陕南的民宿康养模板。”任波说。

2022 年 7 月，由文化和旅游部等十部门联合印发的
《关于促进乡村民宿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提出，丰富
乡村民宿产品，创新乡村旅游业态，延伸产业链、拓展价值
链，助力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和城乡融合。

“乡村民宿是融合农村一二三产业发展的切入点，也
是整合乡村资源的黏合剂，利用好‘民宿+’契机，将特色樱
桃园等第一产业多元业态经营，推动产业融合，探索出一
条行之有效的民宿助力乡村振兴新路径。”三岔河镇党委
副书记马金元说。对三岔河镇而言，乡村民宿不仅能盘活
乡村资源，将空置房屋合理利用，还为带动农产品、农产品
加工品、手工艺品和文创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创造契机。随
着一批民宿项目的建成落地，村民经过培训后可就近在当
地民宿就业，还将带动周边群众自主经营低端民宿、农家
乐等，村内农产品优先销向项目餐桌，民宿产业也将成为
当地群众的又一重要收入来源。

近年来，商州区聚焦“中国康养之都核心区”建设目
标，依托“中国天然氧吧”“中国气候康养之都”“中国最佳
康养旅居度假名区”等金字招牌，深挖生态、气候、区位等
优势资源，抢抓民宿产业政策机遇以及西十高铁、西商融
合发展机遇，有力推动民宿产业高质量发展，逐渐探索出
了一条业态融合、富民增收的产业新路径。

党建引领 精心打造精品民宿

6 月 6 日，三岔河镇“北斗山居”民宿项目建设现场，一
辆辆满载鲜花绿植的三轮车陆陆续续地运来，工人轻手轻
脚将植物从车上卸下，再根据整体布局进行栽种。

“‘北斗山居’是我们镇目前建设进度最快的项目，镇
政府领导班子成员牵头包抓，村‘四支队伍’参与‘北斗山

居’民宿产业建设推进专班，围绕土地流转、坟墓迁移、用
地规划等重点难点，深入开展政策宣传、走访入户、实地
勘察各项工作。镇党委书记、镇长带工作组赴西安市与
村民洽谈房屋租赁等事项 5 次，赴上级主管部门对接具
体事项、争取资金 5 次，与意向施工方、建设方召开座谈
会 6 次，召开专班工作推进会 10 多次，为项目整体规划与
开工实施营造了良好氛围，在保障群众利益的基础上，最
大限度为企业提供便捷，让企业可以安心、放心开展工
作。”马金元说。

“镇上对我们的民宿项目非常支持，书记和镇长经常
到建设工地视察，为了帮助我们解决项目中存在的问题，
晚上熬到大半夜，推进工期。政府还对民宿附近的河道进
行了修复，我们在此基础上搭建了亲水休闲平台，并且沿
河道放置了一些休憩用的座椅，民宿周边的整体环境得到
很大提升。”陕西城外云光文化旅游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总
经理凤永斌介绍。

三岔河镇民宿项目的火热建设只是商州区打造品牌
民宿的一个缩影。让民宿“站上舞台”，不仅需要自身实力
过硬，还需要精心关照。商州区通过一系列的前期市场调
研，结合区内优良的自然禀赋和旅游资源开发现状，以补
短强弱、集群发展为思路，精心策划张峪沟、三岔河、北宽
坪、江山景区“四大民宿产业集群”。四大片区民宿项目风
格迥异、各具特色，丰富了民宿种类、更新了人们对传统民
宿产业的认知。如今，乡村民宿已从“肆意生长”进入高质
量发展阶段，随着诸多优质项目在商州落地生根，一条康
庄大道呼之欲出。

蓝图已绘就，奋斗正当时。为确保项目尽早建设、尽
快运营，商州区成立了以区长任组长的全区民宿项目建设
工作领导小组，出台《商州区民宿分类管理办法》《商州区
民宿发展扶持奖励办法》等文件，鼓励支持各类资本积极
投资建设民宿，引导民宿产业标准化、规范化、集群化发
展。为发挥资金“活水”作用，商州区积极争取上级资金，
先期安排乡村振兴产业发展资金 3960 万元，投入张峪沟、
北宽坪、三岔河等民宿项目及配套设施建设。争取中央和
省上各类项目资金 620 万元，用于民宿项目周边民居环境
整治和道路工程。在资金浇灌和制度保障下，一个个公共
厕所、停车场，一条条通村公路在项目点遍地开花，给各个
民宿建设运营企业吃下定心丸的同时，也让周边村民享受
到便民设施带来的好处。

滴水穿石，关键在于瞄准一个方向；铁杵成针，必须用
对一种劲头。面对新的发展机遇，商州区将全力加快民宿
项目建设进度，力争年底全部建成运营。同时，将康养民
宿发展纳入全区旅游发展总体规划，推进康养民宿与“医
养游体药食”六大康养产业融合发展，全面提升农村配套
设施和人居环境建设，培养一批懂经营、善规划的专业人
才队伍，以点带面推动全区民宿产业快速发展，让民宿经
济“遍地开花”，为乡村振兴蓄势赋能。

民 宿 经 济 唤 醒民 宿 经 济 唤 醒““ 诗 与 远 方诗 与 远 方 ””
——商州区民宿产业发展侧记

本报记者 程思凡 见习记者 耿 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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