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绿水青山间 画好“点睛笔”

“宿在安徽”让游客畅享“ ”

民宿之于乡村，就像一扇窗户，

打开了绿水青山和乡村旅游的崭新

世界，也让从业者和当地群众看到了

致富新图景。

如今，安徽很多地方都把民宿产

业作为乡村经济发展的新赛道。据

统计，全省民宿总量已有6000余家，

民宿建设快速推进，市场热度日益升

温。这些民宿如何扎根乡村？特色

是什么？怎么打造“人气”和“口碑”，

让游客畅享“诗和远方”？近日记者

一探背后的故事。 记者 徐越蔷

一样的绿水青山、一样的乡土情结，

如何才能在遍地开花的民宿中脱颖而

出、吸引众人眼球？位于肥东县的畈塘

民宿群深挖地方文化内涵，将侨乡文化、

江淮文化融入民宿的建设、运营全过程，

优化客人的休闲度假体验。

“现如今游客对旅游目的地的了解，

正在从过去的宣传册、推介会向短视频、

直播等新形式转变。”畈塘民宿群负责人

表示，短视频、直播等数字营销方式，让

游客体验更直观、更真实，更加迎合年轻

消费群体的喜好和需求。

今年以来，畈塘民宿群通过抖音达

人拍摄及直播推广民宿，吸引了大批旅

游爱好者慕名而来。“我们还开通了抖音

民宿预定套餐，预定效果也不错。尤其

节假日和旅游旺季，入住率逐渐增长。”

近年来，随着民宿市场不断成熟，销

售渠道呈现多元化态势。有些地区借力

互联网新平台，运用新思路、新营销，拥

抱数字化运营新机遇，积极培育网络消

费、定制消费、体验消费等新模式，创新

民宿产业数字化营销发展之路。

“建议去黟县玩的朋友一定要提前

使用‘徽黄游’小程序，在上面订民宿、订

门票，还可以买特产，太方便了。”刚从黟

县旅游归来的游客胡女士说。

黟县智慧旅游平台“徽黄游”，通过

业态资源整合，吸引当地民宿进驻，在一

个平台内实现品牌聚合、产品打包、统一

营销，为游客、商户提供一站式服务及解

决方案。

当下，安徽正牢牢把握数字化发展

战略机遇，以数字经济赋能文旅产业、

民宿产业，加快民宿与5G、物联网、云计

算等新技术的深度融合，促进民宿产业

数字化的稳健起步、快速发展，全面助

推乡村振兴。

“上周六接待就餐的人就超过了300人，住宿的客人

100多人。”位于含山县铜闸镇太湖村的“青舍民宿”经理

任荣告诉记者，游客太多，青舍民宿无法容纳，间接带动

几百人安置到周边各个农家乐和餐饮店，这种情况对于

她来说是常事。

太湖村过去是个贫困村，八姓自然村从一个平平常

常的小村，近年来成为“明星村”和热门打卡地，游客纷

至沓来。这一切都与青舍民宿密不可分。

任荣在经营民宿之前，喜欢约上好友外出旅行。

2019年3月份，任荣和好友们来到了太湖村，发现这里

环境优美、空气清新、民风淳朴，农家乐的菜肴也十分

美味。可美中不足的就是用餐过后，农家乐里竟然没

有一处可以提供喝茶、聊天休闲的地方。她想，出来旅

游不仅仅是为了看看风景，也要有给人坐下来放松休

闲的场所。

“当时与时任驻村扶贫工作队队长杨世木进行了交

谈，他希望我能考虑到太湖村来发展，把这里乡村旅游

做起来。”自此，任荣脑海里就萌生了在太湖村经营民宿

的想法。没过多久，她通过认真考察，决定在八姓村租

下闲置的民房，改造成民宿，同时把附近农家乐也承包

了下来，为游客打造一个不一样的“远方的家”。

“民宿+”新业态，已成为乡村民宿留客“金钥匙”。

为了让游客慢下来、留下来、住下来，任荣为他们“量身

定制”旅游套餐。“想要一日游的，可以就近登太湖山、看

凌家滩、赏大渔滩；两日游的朋友，可以去古昭关、游褒

禅山、探‘石头部落’。”

有业内专家表示，在丰富多样的“民宿+康养”“民

宿+非遗”“民宿+温泉”“民宿+美食”等新型旅游业态中，

为游客精心打造一个“山水间有人情味的家”，才会推动

民宿经济取得长足发展。

“民宿+”助力
贫困村逆袭成“明星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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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到周末和小长假，就有很多亲子游、自驾游

或者团建活动来我们这，预定的电话一个接一个。”

谈起民宿生意红火，吴腊荣满眼笑意，她知道，自己

回乡创业的选择是明智的。

吴腊荣是土生土长的石台县七都村人，此前在

江苏工作。回乡时，她注意到村里有一些空置的房

屋，怎么把这些和好山好水好空气利用好，盘活经

济？吴腊荣心想，发展民宿无疑是个不错的出路。

2017年，吴腊荣决定回乡创业，将资金、技术和

理念带回家乡。其在自家老宅和收购的多处闲置

民宅的基础上，进行升级改建，打造出的“七景山居

民宿”传承徽派风格，融入现代建筑美学元素，一步

一景，犹如游在云中的山水画廊。

“民宿不能只是简单的吃住，它还应该挖掘特有

的本土文化特色。”为带动村里经济发展，吴腊荣还

决定民宿日常所用的食材，都从当地农场和村民处

采购，同时结合七井山“七宝”，推出特色餐饮。

农房变民宿，农户变员工。闲置房屋改造成精

品民宿，不仅唤醒了村里的“沉睡资源”，为乡村带

来了生机与活力，也让村民的钱袋子鼓了起来。

在池州市乌沙镇乌沙社区，集餐饮、住宿、垂钓、

采摘于一体的三宝趣园也是不少城市人乐意前往

的一处休闲胜地。“过去这里是乌沙社区的一个村

民组，叫岭上居，有很多房屋闲置着，非常可惜。”三

宝趣园负责人纪友宝告诉记者，这个项目主要是利

用附近百姓闲置的房屋和抛荒的农田，通过流转的

方式，打造成以“宝地”“宝水”“宝物”为中心的民

宿。此外还提供采摘等休闲服务，带动周边村民在

家门口就吃上了“旅游饭”。

“村二代”回乡创业

激活“沉睡的资源”
插上“数字翅膀”

乡村民宿更有活力
创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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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石台县七都村的“七景山居民宿”

位于含山县铜闸镇太湖村的“青舍民宿”

位于肥东县的畈塘·拾吾舍民宿，独立院落，错落有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