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7 南海朋友圈今日南海
珠江时报微信号：prtimes 新浪官方微博@珠江时报

20202020年年99月月2424日日 星期四星期四 责编责编 吕翠华吕翠华 美编美编 张韦奇张韦奇

美
丽
乡
村
释
放
﹃
美
丽
财
富
﹄

淡季不淡
民族节庆延长体验周期

来自中国旅游研究院、携程旅游大数据联合

实验室发布的《15项发现和待启动的旅行：国人

疫情后旅游意愿调查报告》显示，疫情过后，今年

国内游热门目的地，云南以17%的票数位居榜

首。事实上，云南一直是国内热门旅游目的地，

旅游的兴旺带动了民宿的发展势头。《2019中国

民宿发展指数报告》显示，全国民宿省域发展指

数中云南排行第二，紧跟浙江之后。

民宿产品核心竞争力强
云南现有民宿客栈15368家，以丽江大理

为主的滇西地区占省内民宿总量的70%。云南

民宿产品的核心竞争力，除了表现在优美风光之

外，还有其历史文化要素凝结成的特殊产品内

容。如滇西地区的大理、丽江的四合五天井、三

坊一照壁及纳西族特色民居，泸沽湖摩梭风情的

民族特色建筑风格，滇南地区的红河建水团山民

居、元阳哈尼族民居“蘑菇房”，西双版纳州和德宏

州的傣族干栏式建筑风格民居等当地特有的建

筑风格，为民宿产品的设计提供了丰富鲜活的设

计素材。

云南有世居民族26个，几乎每个民族都有

自己特殊的民族节庆活动，贯穿于一年四季。“淡

季不淡”的云南特色民宿产品，使其产品销售及

体验周期均得到延长。

“一部手机游云南”促进诚信经营
2017年9月，云南省与腾讯达成战略合作，

打造全国首个省级全域旅游智慧化平台。2018
年，“一部手机游云南”上线。

“一部手机游云南”整合物联网、云计算、大

数据、人工智能、人脸识别、小程序、微信支付等多

项技术，可以实现“8个最”—— 最全面权威的云

南旅游资讯、数量最多的实时景区直播、最便捷

的在线导游导览服务、最健全的旅游诚信体系、

最高效的旅游投诉处置体系、最方便的游客购物

退货机制、最实惠便捷的交通出行服务。

“一部手机游云南”投诉系统在全国首次做到

了将政府、游客、涉旅企业纳入到同一网络平台上

进行投诉处置，有效规范和促进民宿经营户诚信

经营，进一步提升民宿品质，优化旅客服务体验。

人脸识别让住宿更安全
丽江、大理超过121家民宿，1000余间客

房进行门锁升级改造，并上线未来钥匙智慧民宿

管理系统。系统上线后，入住民宿无需传统房

卡，经人脸识别授权后即可完成手机开门，同时

人脸识别记录自动上传到公安系统，真正做到安

全高效。

游客经授权后，即可通过小程序获得电子房

卡，到达门锁附近自动搜索钥匙开门。一些民宿

位置寻找艰难，游客可在未来钥匙房卡界面选择

地址导航，即可一键导航到民宿目的地。

农民做合伙人
激活“民宿+”

在《2019中国民宿发展指数报告》

中，长沙县创新“农户+企业+村集体”的新

型民宿合作模式，被作为民宿发展样板纳

入其中。

自2012年大力发展民宿以来，湖南

慧润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下称：慧润公司）

整合资源，先行先试，探索出一条独具特

色的民宿经济发展之路，成为长沙县旅游

发展的“金点子”，也为全域旅游深入推进

提供了“新路子”。

“631”分成模式让三方共赢
“慧润模式”即以“分享、合作、整合”

为发展理念，打破单一的民宿发展业态，

通过企业统一规划指导，将农民闲置住房

改造成民宿，并采取农民占60%、企业占

30%、村委会占10%的收入分成模式，既

让村民创收，也让村集体有了一个长久稳

定的收入，同时还带动了农副产品迅速升

值进入市场，带动了农民就业和外出务工

农民返乡创业，有效拉动了农村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

据介绍，2019年上半年，仅长沙县开

慧镇锡福村的民宿产业收入就达到500
万元，实现村集体收入100万元，经营民

宿的村民平均每户收入达到3万余元。

2019年，慧润公司流转土地1000
至2000亩，招募民宿合伙人200户，共

计改造民宿达 300间，增加床位 1000
个。慧润公司已在长沙县4个乡镇建立5
个乡村度假基地。

“民宿+”各美其美错位发展
长沙县的民宿从2012年发展至今，

从“千家一面”发展到“一宅一品”，已建成

四个民宿集聚区，汇集民宿点近300个，

共有床位2400余个。

2019年前9个月，长沙县已接待游

客数约147万人次，实现了旅游综合收入

13.2亿元。民宿产业正成为长沙县乡村

旅游发展的又一生力军。

“目前我们正在尝试引导不同区域打

造自己的特色，形成自己的内在差异。”长

沙县文旅广电局副局长范乐赛介绍，比如

开慧镇，里面有木屋和帐篷，主要是结合

农村的小景点和开慧故居这一特色，形成

“景区+民宿”的形式；金井镇是结合茶园，

形成“茶园+民宿”；福临镇将结合影珠山，

侧重于“红色旅游+民宿”。

“长沙县民宿和浙江莫干山民宿的差

别在于，莫干山更多的是属于资本驱动，

企业租用农民的房子，农民只收租金。”范

乐赛介绍，长沙县的民宿主要是由政府推

动，企业牵头，将农民组织起来，真正实现

了“政府+企业+农户”三者结合的格局。

“我们的‘631’模式，对企业而言，利用农

户闲置的房屋可以减少前期投入成本；对

农户来说，在激励他们内在动力的同时，

还降低了他们对市场不熟悉所带来的风

险，让农户的房子真正为农户带来经济收

入。”

民

宿

的

诗

和

远

方

整理/珠江时报记者吕翠华

（稿件来源：人民网、浙江在线、丽水日报、农民日报、搜狐网、腾讯新闻、新浪

云南、云南网、新湖南客户端、三湘都市报）

近年来，民宿产业迅速成

为各地乡村旅游发展的又一

生力军，成为带动乡村美、乡

村富、乡村旺的新引擎。

从2015年开始，南海就

在佛山率先探索发展民宿业，

2017年9月制定了《佛山市

南海区民宿管理办法（试

行）》，2018年5月又制定了

《佛山市南海区文化体育局民

宿建设扶持办法》，每年由区

财政安排500万元专项资金

扶持民宿业发展。近日，南海

举行民宿工作现场会，宣讲民

宿建设相关政策。

如此大手笔支持，南海发

展民宿业的决心可见一斑。

去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舆情调

查实验室发布《2019中国民

宿发展指数报告》，对全国民

宿发展水平进行评估，选出全

国民宿省域发展指数TOP10

的省份。本期朋友圈，从中选

出3个代表性城市，总结它们

发展民宿的经验，以资参考。

国内民宿产业先行者
2002年，浙江莫干山出现国内第一家民

宿。浙江成为民宿产业先行者，这里从试水到试

错，从民间到政府，从业界到学界，民宿健康发展

的实践路径和产业模式引发了强烈关注。

民宿品牌与市镇发展战略结合
浙江民宿发展领先全国，其中最主要的一条

是依托丰富的旅游资源，将之与自身资源优势进

行融合发展，锻造自己的旅游品牌。杭州民宿、

乌镇民宿、莫干山民宿等知名民宿品牌众口皆

碑。

浙江民宿品牌发展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把

民宿公共品牌战略与市镇发展战略结合。如临

安市以“花开乡宿”为品牌成就“中国乡宿第一

县”。嵊泗县民宿在打响“离岛民宿”县域品牌的

同时，与其他品牌结合，打响“蓝海牧岛”“鸟屿花

乡”“百年渔场”等岛域品牌。

众创、众筹、三产联动效应
浙江民间资本发达，全产业、全资本、全社会参

与旅游尤其突出。目前浙江90%以上的民宿是居

民和农户依托现有的自住房屋开展经营。与此同

时，民宿的发展领域又成为双创的巨大舞台，不仅

有本地本区域的居民加入，也有外来投资者参与以

及连锁品牌的输入。众创、众筹、三产联动，使得供

给侧与需求侧都能得到改善、获得双赢。

另外，投资者、艺术家和村民等主动发起制度

变迁。汇聚了裸心谷、三九坞国际乡村会所等德

清“洋家乐”，就是由在华外国人发起创建的民宿

集聚。政府也往往担当着有为主角。如丽水市莲

都区古堰画乡通过招商引资，吸引了杭州隐居

集团的项目投资，打造巨型民宿综合体。小

小古堰画乡的民宿经济有着让人吃惊的

宏大规划，未来5年将完成投资50亿
元以上，总产出将达到25亿元，旅游

人数150万次以上。由此可以一窥

浙江民宿样本的示范效应。

各方统筹协调齐抓共管
浙江民宿管理由原先部门

行为、政出多头向综合统筹推进

转变，形成地方政府、旅游管理

部门以及协会齐抓共管的综合

治理局面。

浙江各地政府采取多种政策

促进民宿发展。《浙江省旅游条

例》明确鼓励各地发展民宿，并将

其纳入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的采

购范围。丽水市政府提出了“将民宿

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杭州发布了进

一步优化服务促进农村民宿产业规范发

展的指导意见。各地积极制定民宿标准，

规范民宿管理。

另外，浙江以财政支持民宿的规划落实、

环境改造与规模档次发展，创建示范标杆。如宁

波将民宿等级分五叶、五档，财政补贴与标准等

级挂钩。丽水市莲都区民宿按照星级进行一次

性创建补助。遂昌县对民宿政策奖励与规划编

制、落实挂钩。云和县、杭州余杭区的奖励与民

宿装修及环境改造挂钩。浙江还对有示范效应

的民宿采取奖励措施，如杭州对农村现代民宿示

范点投入额在300万元以上补助最高可达1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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