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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民宿乡村民宿：：走在充满荆棘的路上走在充满荆棘的路上

锐观察

视 角

当当““创客创客””遇到乡村旅游遇到乡村旅游

本报讯 （记者鲁娜）5 月 31 日，四川省“海螺沟进首都高校摄影

展”在北京开幕。为期一个月的时间中，该巡展将走进清华大学、北京大

学、北京林业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央财经大学等在京的全国知

名高等学府。

据悉，本次摄影巡展以“诗和远方 H ello Go，与美同行海螺沟”为

主题，希望吸引生活在大都市的人在忙碌的学习工作之余，来到贡嘎

雪山脚下的海螺沟放松心情、感受大自然的美好。除了展出摄影图

片，海螺沟还为北京高校学生设计了独具特色的毕业季主题旅游特

色产品，并在展览现场发起了“为海螺沟加油，抽取感恩礼品”的互动

活动。

此外，海螺沟景区管理局还与本次系列活动的第一站北京第二外

国语学院就相关合作事项签订了备忘录。海螺沟景区管理局将为北

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等高校的学生提供社会实践、专业实习的校外课

堂，并设立教育基金为那些有志于从事民族地区旅游产业发展研究的

学生提供项目经费支持。此外，教育基金还将创新性地用于开展“景

区暗访员学生实践项目”，从而推动景区服务水平的进一步提升。

四川海螺沟进京推广全域旅游

风向标

本报讯 （记者鲁娜）近日，“快乐的草原那达慕”2016内蒙古夏季

旅游创新产品推介会在北京举行。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局根据其“草

原+”发展战略，发布了“北疆天路”夏季自驾游线路品牌。

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局局长魏国楠介绍，为了改变内蒙古旅游在人

们心中的陈旧印象，内蒙古旅游局进行了积极创新，目前正在推行“草

原+ ”发展战略，将内蒙古的多重组合优势下的多重体验感呈献给游

客。“草原是内蒙古最具差异性优势的资源，我们采用以草原特色为引

领的多种组合推广模式，同时强化‘北疆天路’这样自驾游精品线路的

打造。”

据悉，“北疆天路”是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局今年夏天重点打造的全

新夏季自驾游线路品牌，它依托 G303省际大通道，从呼伦贝尔到阿拉

善，从东到西覆盖内蒙古境内的大兴安岭全生态旅游区、环京津冀草

原风情旅游区、敕勒川现代草原文明核心区和阿拉善秘境探险旅游

区。这一品牌旨在针对国内旅游消费向个性化、自驾游的发展趋势，

集中优势资源在自驾游市场发力与布局。

此外，“听风”内蒙古草原星光音乐会将于 6月 16日在呼伦贝尔大

草原举办。万马奔腾，琴声遥远；星光点点，长调悠扬，届时，游客们将

和盲人女孩吴迪一起来到呼伦贝尔，在草原夏夜里聆听最纯粹的蒙古

族音乐。

内蒙古推出

“音乐+自驾”草原之旅

□□ 本报记者 刘妮丽

中国的乡村民宿发展一路高歌猛

进，但从现阶段的状况来看，其发展还

存在着诸多问题，如缺乏有效的投资回

报模型，与当地的村干部、农民的利益

纠葛等。中国乡村民宿该如何发展？

近日，在河北省廊坊市举办的 2016 乡

村旅游发展峰会上，记者采访了中国旅

游协会秘书长、中国旅游饭店业协会会

长张润钢，他道出了中国乡村民宿发展

之惑。

民宿缺乏有效投资回报模型

截至 2015年底，中国境内民宿已达

4. 2 万家，绝大多数都分布在乡村。从

民宿具体的地区分布来看，云南的民宿

超过 6000家，位居第一；浙江第二，超过

5600 家，北京第三，有 3600 家左右，然

后是四川和山东，均达到 3000家。

张润钢指出，中国的乡村民宿发展

如此之快，跟中国的社会大背景有关。

在围绕公款和公务活动的权贵消费被

遏制的同时，中国中产阶级消费悄然崛

起。和权贵消费不同，中产阶级的关注

点开始转向乡村。

在这个过程中，中产阶级消费者有

其特点：一是年龄相对年轻化；二是个

人消费居多；三是短途旅游消费居多。

目前，中国形成了几大农村民宿区域，

如京津地区、江浙地区、珠江三角洲、成

渝和云南一带。

在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住宿是核

心要素，这些年，乡村民宿有了迅猛发

展，但从现阶段的实际状况来看，还存在

着诸多制约其发展的问题：一是在整个

民宿发展过程中，还缺乏有效的、经过实

践检验的投资回报模型。

尽管全国有 4. 2万家民宿，但这些

民宿还没有形成成熟的商业模式。这就

限制了民宿规模化、连锁化、品牌化发

展。在民宿建设的过程中，很多只是投

资人情怀的释放，还没有形成成熟的商

业产品，从投资回报环节来看，如果投资

不能在 5年左右时间收回，民宿就无法成

批量发展。

本世纪初，中国经济型饭店迅猛发

展，不管是消费市场还是资本市场，经济

型饭店发展的重要支撑点是其有合理、

科学、有效的投资回报模式。而民宿还

没有成熟的投资回报模式，这就制约了

民宿的健康发展。

社会因素制约乡村民宿发展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形成了城乡二

元结构，如果将一个能适应中国新崛起

的满足中产阶级消费需求的民宿产品

放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还

面临着很大挑战。

一些民宿项目开发公司进入农村

以后，会与当地村官、农民等产生各种

利益摩擦。如在租金的收取，项目的日

常管理、建设过程中，村干部的参与和

利益分割等方面有很多扯不清的问

题。这些问题在客观上影响、阻碍了民

宿在农村的发展。

当然，除此之外，在项目建设过程

中和项目建成以后的运营中，也会和农

民有各种各样的利益纠葛。因此，有人

建议把农村“清空”，但大部分城里的中

产阶级消费者到农村更希望和农民一

起住宿、体验当地生活，因此产生了一

系列新的问题，仅靠商家和投资方是无

法解决的。

在推进乡村旅游和以乡村民宿为

核心要素的乡村旅游进程中，政府要管

理好村干部，推进对农民的培训，从而

规范、有序地推进民宿建设。

政府在民宿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在进一步推进以乡村民宿为核心

要素的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政府的作

用至关重要。

张润钢建议，政府在推进民宿建设

的过程中，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

首先，政府宏观调控全局。在乡村

旅游发展旺盛之时，怎么把握好未来的

供求关系？会不会出现一窝蜂地投资、

建设，若干年后出现像中国城市星级饭

店那样产能过剩的局面？这需要政府

在宏观把握上有所考虑。

其次，出台相关政策和标准。民宿

发展涉及文物保护、环境保护等问题，

还涉及食品卫生、治安等问题，政府应

切合民宿发展实际，提出科学、有效的

管制办法。在推进各地民宿建设过程

中，政府基本的抓手和路径有两个：一

是政府组织招商会，二是制定民宿标

准。但需要注意的是，在推进农村民宿

建设过程中，要明确乡村民宿和星级酒

店的不同。

张润钢表示，当年，在推动星级饭

店的建设过程中，政府主要的兴趣还是

高星级饭店的建设，推动建设过程中的

主要方式是招商引资。在招商引资过

程中对于市场需求、供求关系的把握和

其他一些专业因素考虑不够，只是热衷

于成批量地建设一批高档饭店。

“现在，一些地区在制定民宿标准过

程中，也开始套用星级饭店的标准和模

式。一些地区政府在指导和推动民宿建

设过程中，更多地从民宿建成以后的视

觉效果和档次上考虑。中国的民宿还没

有一个成熟的、科学的投资回报模型，投

入和产出可能不相匹配，在这种情况下，

进一步引导或误导民宿开发商不断提高

建设标准和设备设施档次，出发点是好

的，但结果可能不好。”张润钢说。

目前，中国的民宿发展已经到了重

要节点，在继续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商

家和政府的共同努力，商家要不断研究

还不太成熟的产品投资回报模型，保证

产品有生命力；政府要逐步摆脱以往推

动星级饭店建设的思路和手法，寻找更

加切合农村民宿发展的方法，采取切实

有效的措施推动乡村民宿的发展。

□□ 本报记者 裴秋菊

当“旅游+ ”成为新潮流，乡村旅游

转型提升成为普遍共识，越来越多具有

自主创新、创业意识的返乡大学生、农

村新青年、专业技术、青年创业团队等

各类“创客”开始投身于乡村旅游发展，

他们充分挖掘乡土文化资源，推动乡村

旅游实现转型提升。

“创客”带给乡村的，不仅是知识和

技术，还有理念和经验，以及资金和市

场，旅游创客正在成为促进乡村旅游发

展中的不可忽视的民间力量。在河北

廊坊就有这样一群创客，他们给当地的

乡村旅游带来一抹亮色。

威武屯单车驿站

带您享受乡村慢生活

面对城市的拥堵、环境的污染，人

们对品质生活、低碳出行、健康养生的

需求不断提升，长时间蜗居在城市中的

人们已经厌倦快节奏的工作和生活，他

们更向往乡村的宽旷与慢节奏。如果

可以远离城市的喧嚣、亲近自然，与草

木为友、与单车为伴，尽享乡村慢生活，

那将是怎样的一种惬意？威武屯单车

驿站就是这样一个所在。

威武屯单车驿站位于大厂回族自

治县威武屯村，现占地面积 280 平方

米，户外建有草坪、凉亭，紧邻村文化广

场及河北省农村题材影视基地，与旅游

环线、自行车赛道和伊乡森林公园比邻

而居。主营单车租赁、维修保养等项目

以及自行车赛事及单车文化的推广，将

乡村生活与单车运动结合在一起。

钟爱自行车运动的创始人孟凯表

示，低碳出行、亲近自然的郊游方式越

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受众群体日益增

多。“我们创办的单车驿站，正是在打造

一个绿色、健康、休闲、生态的乡村文化

基地，可以让游客有更高品质的休闲旅

游体验，尽情享受乡村慢生活。”

虽然单车驿站的占地面积不足

300 平方米，前期投资仅 30 万元（目前

已众筹完成 10万元），但由于采用市场

化的理念开发项目，实现了投资少、见

效快的发展目标。孟凯表示：“我们采

用实体销售与‘互联网+ ’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销售。客户可以通过海报、宣传

单、网站、车体广告以及亲身体验来了

解我们的项目。在举办各类赛事推动

单车及户外运动的同时，宣传我们的美

丽乡村。预计 2016 年月营业额为 3 万

元至 6万元。”此外，单车驿站同京津冀

各大自行车俱乐部及协会合作等，通过

异业联盟来搭建平台，实现资源共享。

孟凯介绍，单车驿站以“民俗旅

游+ 绿色低碳+ 亲近自然”为基点，在原

有基础上增加新板块，继而发展旅游产

业及相应配套设施和产品的升级。目

前，孟凯已确定今年的升级方案，在原

有基础上增加自行车主题酒店，完善住

宿、中西式简餐、饮品、酒水、舒适型单

车设备、影音设备和书吧等板块，进一

步扩大产业规模，提高接待人次和营业

收入，并使游客有更高品质的休闲旅游

体验。如今的威武屯单车驿站已成为

当地乡村旅游的一大品牌。

庄络亲子园 创新亲子乡村游模式

2015 年，“80 后”海归崔硕在广阳

区九州镇创办了庄络亲子农乐园（以下

简称“庄络亲子园”），专为两岁到 12岁

儿童打造的户外乡村农园，提供户外创

意活动、农事体验、主题游览以及餐饮、

民宿服务。该乐园从亲子角度出发，满

足亲子客户群体需求，打造全方位全系

列亲子体验式旅游，实现了“亲子+ 教

育+ 乡村旅游”的跨界。运用新理念和

新的市场思维进行开拓，使其成为廊坊

乡村旅游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城市里的孩子对乡村和大自然的

接触越来越少，因为不想让孩子们过只

有平板电脑、培训班的童年，所以开办

这样一个户外乡村农乐园。”崔硕这样

解释创办庄络亲子园的初衷。庄络亲

子园从园区规划、景观设计、游乐项目、

体验项目、营养餐饮、亲子民宿六方面

入手，以儿童拓展区、农业景观区、生态

采摘区、农事体验区、萌宠乐园区为项

目特色，为 2至 12岁儿童打造的户外乡

村教育农园。

“团队的收费标准一个家庭 298元

套餐，包括 DIY、科普讲座、亲子游戏

等。日接待量有 100多人次，游客多是

北京廊坊附近。近期正在装修不同风

格的亲子主题民宿，如童话世界、海底

世界、树上乐园等，以吸引更多的游

客。”崔硕介绍。成立不到一年的时间，

庄络亲子园就举办了 48 场活动，收获

了 100个铁粉妈妈，吸引了 2400个家庭

的参与，获得 1. 8万个粉丝的关注。

亲子乡村游的市场容量究竟有多

大？崔硕做过了解，随着国家放开二胎

政策，新生儿增加了 30%，从儿童教育

市场的数据来看，全国有 3万亿元的市

场容量，20％至 30%的年增长率，以廊

坊本地市场计算亲子乡村旅游的市场

规模就有 2000万元/ 月。

“但目前很多农场所提供的项目缺

乏专业性，无法满足亲子人群玩中求学

的需求，游客消费的频次和黏性不足，

很多还处于乡村旅游的 1. 0 时代。”崔

硕表示，针对这一问题，今年庄络亲子

园将“亲子+ 教育+ 乡村旅游”三者跨界

组合，研发出适合中国国情和基于农园

开展的儿童自然教育成长课程体系。

通过自然认知、感官体验、团体活动、自

由创作、户外体能等课程，让孩子深入

大自然中。未来庄络亲子园要将这样

的模式向全国推广，为加盟农园提供亲

子项目落地、经营指导、资源共享、大自

然教育课程体系培训服务。

庄络亲子园把消费频率低的孩

子转化成训练营小队员，打造可持续

的经营项目。“去年我们的月销售额

是 5 万元，今年增长到了 30 万元，是

去年的 6 倍。”崔硕表示，在营销推广

方面，庄络亲子园已和北京、廊坊的

200 个幼儿园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

通过众筹的方式为他们挂牌成为“一

家有农场的幼儿园”实现双赢。此

外，开发农场 APP，实现线上互动、线

下体验，吸引潜在客户，同时增加老

客户黏性，可以实现线上订菜、远程

采摘、科普互动等。

“让孩子们抛开手机和平板电脑，

过一个不插电、有大自然陪伴的童年。”

庄络亲子园打造的户外乡村教育农园，

满足了大众回归自然的需求，开创了亲

子乡村旅游的新时代。

据了解，庄络亲子园目前已被纳入

当地“美丽乡村小镇”的项目规划。

旅游创客的机遇与挑战

旅游业作为一个关联度大、涉及面

广、带动力强的综合性产业，一直被视

为朝阳产业，也是吸引创客的重要领

域。对于旅游创客们而言，这是一个充

满机遇与挑战的时代。

去年，国家旅游局开展“百村万人

乡村旅游创客行动”，乡村旅游迎来了

“旅游创客”和“旅游创业”的“双创”时

代，不仅为创客创造了发展的客观环

境，更促进了创意资本向乡村流动。

这对实施大众创业就业战略、拓展就

业创业空间、培育乡村创意资本、促进

乡村旅游转型升级也起到促进作用。

乡村无疑有着优质的旅游资源，可

以满足人们回归乡土生活的需要。“但

这种乡土生活一定是经过改良的。随

着旅游消费人群的变化，乡村旅游也需

要从 1. 0 版本逐步升级。”中国旅游研

究院院长戴斌指出。目前，乡村旅游存

在的硬件设施跟不上、用户体验不佳等

问题已成为制约其进一步发展的软肋。

中央财经大学城市经济研究所所

长高炽海表示，无论是乡村旅游还是

城市旅游，其核心元素还是人，人们更

需要关注的是文创产业如何跟乡村旅

游结合。他认为在这期间需要还破除

一些障碍。“主要是制度性的问题，其

一是土地制度，一些创客想租地从事

旅游活动，但法律规定和对契约的遵

守是两码事，对从业者是有很大的影

响，也使得社会资本进入比较困难，因

此，乡村旅游发展要破除土地制度的

障碍；其二是房产制度，尽管通过租用

农村宅基地的房子做出很多有创意的

主题民宿，使得乡村面貌发生很大变

化，但发展至今也已出现众多问题。”

此外，还应推进乡村旅游创客基地

的建设。当然，乡村旅游创客基地并不

适用于所有的乡村旅游地，应按照突出

重点、示范带动、循序渐进的原则进行

规划和建设。业内人士建议，选择环城

游憩带、景区依托型特色村寨、旅游小

镇周边乡村等旅游资源、基础设施、公

共服务、客源市场较好的地区为重点，

选择旅游商品开发、民居客栈（乡村酒

店）、特色餐饮、观光休闲农业等基本类

型，开展乡村旅游创客基地试点建设。

陇璟心情民宿

创客的创业项目给当地的乡村旅游带来一抹亮色威武屯单车驿站外景（左）庄络亲子农乐园亲子游戏现场（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