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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 11 月 11 日，国务

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加快发展生活性服务业促

进消费结构升级的指导意

见》，首次点名“积极发展客

栈民宿、短租公寓、长租公寓

等细分业态”，并将其定性为

生活性服务业，将在多维度

给予政策支持。

今年 1 月 27 日，中央一

号文件《关于落实发展新理

念加快农业现代化实现全面

小康目标的若干意见》发布，

其中明确指出要大力发展休

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有规划

地开发休闲农庄、乡村酒店、

特色民宿、自驾露营、户外运

动等乡村休闲度假产品。

今年 3 月 2 日，国家发

展改革委、中宣部、科技部等

十部门出台了《关于促进绿

色消费的指导意见》，意见提

出持续发展共享经济，鼓励

个人闲置资源有效利用，有

序发展民宿出租等。

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

政府接连出台促进民宿发展

的政策释放红利，表示民宿

业的发展将进入新阶段。

我市亦开始重视民宿的

发展。市旅游局乡村旅游科

科长王英武介绍，民宿是当

地居民利用自家住宅空闲的

房间，结合地域性人文和自

然景观，以家庭副业方式经

营，提供旅客乡野生活之住

宿处所。民宿作为一种以乡

土文化为主要卖点的乡村度

假方式，有望成为我市西部

山区乡村旅游开发的一种新

业态。只要能规范经营民

宿、农家乐，既能增加自身收

入，又能盘活古村落资源，不

失为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载

体之一。

去年，我市有 4 家民宿

被认定为温州市级特色客

栈，他们分别是乔家大院、金

水湾民宿、双溪寨民宿和黄

林驿站。这 4 家民宿将获得

2至5万元的资金奖励，市旅

游局将引导获奖者将资金投

入到客栈的建设当中。

王英武还表示，民宿业

的发展，治安消防是一大瓶

颈，需要一套法律法规加以

规范并得到很好的执行。日

前，《浙江省民宿(农家乐)治

安消防管理暂行规定》出炉，

并 定 于 9 月 10 日 正 式 实

施。这也是我省首部民宿

(农家乐)治安消防管理规定。

另外，《瑞安市民宿发展

3 年计划》正在制定当中，将

对我市民宿的发展起到引领

的作用。

转化“沉睡资源”为发展资本，开启美丽乡村旅游新模式

民宿产业点燃美丽经济热潮
■记者 黄丽云

“漫步田间，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宿在民居，听着蛙鸣和鸡叫；
游在溪旁，感受着拂面的清新⋯⋯”这是民宿带给大家的感受。
看厌了钢筋水泥的繁华都市，寻一处静谧山水悠然小憩，成为当
下诸多人们的选择。近年来，乡村旅游变得热门，民宿这种乡村
旅游的新业态也如雨后春笋，在我市蓬勃发展，它将“沉睡资源”
转化为发展资本，成为当地农民增收的新渠道。

首家民宿迎客忙
周末节假日客满，
平时入住率约 40%

外表古朴的两层建筑

里，空调、电视、卫浴间等

现代设施一应俱全⋯⋯记

者近日在湖岭镇黄林村看

到，一座名为黄林驿站的

民宿吸引了不少城里的游

客前往度假游玩。

据了解，在学习嘉兴

等地民宿的经验基础上修

建的黄林驿站于 2012 年

开始营业，是我市第一家

真正意义的民宿。

黄林村现有 200 多间

晚清时期修建的老房子，

是我市拥有古建筑最多、

保存最完整的村庄。“这些

古 建 筑 见 证 了 黄 林 的 历

史，都是宝贵的资源。”黄

林驿站负责人吴正光笑着

介绍，这座民宿的前身是

一排破损不堪的清末古建

筑，经过修旧如旧，着重展

现当地历史悠久的农耕文

化 和 淳 朴 的 乡 土 民 俗 风

情，吸引了不少城里的休

闲运动爱好者和户外环保

人士前来居住体验。

“营业 4 年多来，驿站

在 周 末 和 节 假 日 都 是 比

较忙的，周一至周五则要

淡一些。”吴正光介绍，最

近几个月，周末均非常火

爆，平时的入住率亦有约

40% 。 不 过 黄 林 驿 站 身

处大山中，因此经营状况

和 天 气 的 关 系 就 很 紧

密。下雨天或者台风天，

这 里 有 可 能 会 一 个 游 客

都没有。

黄林驿站现有 30 多

个房间，37 个床位。每个

房 间 的 价 格 从 130 元 至

168 元 不 等 。“ 针 对 老 年

人，驿站还推出了‘包吃包

住一天 100 元’的活动，让

老人们能安心享受农村的

慢生活。”吴正光说。

据了解，近年来，黄林

村在发展民宿的同时，陆

续投入 120 多万元，开发

了一个大型天然游泳池和

农 家 乐 餐 饮 点 等 旅 游 设

施，目前每天可接待 300

多人游泳和餐饮，下步，该

村 还 将 利 用 当 地 溪 流 资

源，开发漂流、水碓舂米等

项目。同时，继续筹资对

村里的古建筑修旧如旧，

扩大民宿规模，提高住宿

接待能力。

山间民宿亦有“春天”
卖农产品、卖景点门票，人气就是金钱

除了黄林村村民外，越来

越多的村庄意识到了发展民

宿的好处，乡间民宿如雨后春

笋般在我市兴起。据统计，我

市经营较为正常的民宿已有

十几家，双溪寨漂流有限公司

开发的民宿就是其中较有特

色的民宿之一。

“入夏以来，民宿产品供

不应求，继续保持天天爆满，

目前团队只能预订 9 月下旬

的房间了，明年农历正月的房

间都已有部分预订出去。”双

溪寨漂流有限公司负责人王

荣华说。

在现场，记者碰到一位来

自瓯海区的徐女士。“退休后，

空闲的时间就多了，听瑞安的

姐妹提到这里又实惠又好玩，

为了体验就约上身边的众多

好友一起来了。刚才吃了午

饭，这里菜烧得很好，等一会

儿打算到处逛逛。”徐女士

说，“我们提前十几天预定的

房间，不然临时预定是订不到

房间的。”

这里之所以如此火爆，除

了双溪寨本身神态环境美外，

还跟双溪寨漂流有限公司的

营销方针不无关系。据了解，

该公司承诺：住一晚加一日三

餐只用120元或140元，温州

地区的游客团队还能免费接

送。

这么低的价格，如何做到

盈利？对此，王荣华表示，民

宿本身的利润点是非常低的，

一位客人也就赚上 10 元左

右，但是民宿带来的人气，就

是金钱。

王荣华向记者算了一笔

账：客人在饱览双溪寨的美

好风情后，返程往往会带上

当地的土特产，这种购物是

公司盈利的重点。他们会收

集一些本地的牛肉干、手工

水磨汤圆、笋干、黄花菜、杏

鲍菇等农特产品，让客人购

买带回家。许多客人回去后

还会经常和他们联系，再叫

寄些特产。目前，农特产品

销售每天都有一两万元的销

售额，不包括周边老百姓的

销 售 ，直 接 带 动 农 产 品 销

售。另外还有漂流、水上乐

园和天然游泳池的门票收入

等。

“平时我们这边的客人以

民宿养生的中老年退休群体

为主，双休日会吸引很多企业

白领来玩。”王荣华坦言，目前

这套运营模式和经营规模还

远远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特

别是银发市场的需求，所以民

宿的前景还很可观。

《温州一家人》拍摄地湖

岭均路村也有民宿，与双溪寨

和黄林驿站不同，这里是以整

体打包的方式在经营。1 幢

民宿，一晚1000元。“来这里

的人，几乎都是几个家庭一起

来的，大家一起住在民居里，

一起在灶台上煮饭，然后一大

群人共享，也是一种享受。”该

地一民宿经营者说。

美丽乡村建设之重要载体
温州市级特色客栈最高奖励 5 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