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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新舒适的农家小屋坐落在清远市清
城区东城街道新桥村委会大水坑自然村的

“乡村民宿小部落”里，房间整洁温馨，不落
窠臼的现代设计里交融着浓浓家庭气息；装
配式移动建筑矗立在清新区三坑镇布坑村
的稻香禾穗间，温泉水汩汩而入，优雅简洁
的房间中，静享自然灵韵……

在广东省最新评选出的乡村民宿示范
镇中，清远市清城区东城街道、清新区三坑
镇、英德市九龙镇三镇名列其中，乡村民宿
正逐渐成为清远农村经济新的增长极，持续
助力当地村集体和村民增收。目前，清远市
正立足北部生态发展区定位，依托“离大湾
区最近、发展空间最大、生态环境最好”等比
较优势大力发展乡村民宿，初步探索出乡村
民宿发展“六活六支”模式，积极推动乡村民
宿全产业链发展。

■清远清城区东城街道新桥村委会大水坑村，一
幢幢四层小楼排列整齐，墙上是有趣的田园墙绘。

■下午四点半，清远市清城区东城街道新桥村委会
大水坑村的一家特色餐厅开始接单制作美食。

■清远清城区东城街道新桥村委会大水坑村有
23户村民通过改造民宅经营起特色民宿。

“水坑村”变“美丽村”
村民自发打造乡村民宿
平坦黝黑的柏油路连接绿树青山间

的村落，大水坑村一幢幢四层小楼排列
整齐，巷道分明，整洁而开阔，屋墙上是
饶有趣味的田园墙绘，屋门前的乡村民
宿招牌各有千秋，刚下车的游客提着行
李悠然步入其中一间……谁曾想到，约
摸十年前，这片清净闲适的乡村民宿群
落只是一片破瓦危房。彼时，作为革命
老区村的大水坑村仅有15间破旧的泥
砖危房，房前屋后杂草丛生，还有蚊虫滋
生的臭水坑，是名副其实的“水坑村”，又
穷又破，村集体年收入不到1万元。

转折从2012年开始。当年，大水坑
村在新农村建设和农村危房改造工程的
扶持下，统一拆除泥砖房，重新规划建设
和翻新房屋。同时依托“美丽乡村”等建
设，完成了环境综合整治等一系列绿化美
化亮化工程。“真的要感谢党委政府，村里
基础设施、公共环境的改善都离不开他们
的支持。”新桥村委会副书记卢振宇说。

房子翻新了，村子变靓了，大水坑村
青年的想法也活泛起来了。

原来，大水坑村位于清远市黄腾峡、

牛鱼嘴、金鸡岩三大知名旅游景区的三
角中心位置，与省职教城一河相连，还拥
有天然氧吧大帽山和近5000亩的黎塘
半湿地水稻公园等生态资源，“村里的青
年党员看中这里的发展潜力，带头打造
起乡村民宿来。”卢振宇说。

2019年，大水坑村党支部青年党员
夏锐辉在党支部支持下，与同村伙伴投
入资金参与到民宿客房装修设计中，并
开办起民宿。同年，大水坑村也借清城
区创建全省全域旅游示范区的契机，引
进项目并设立清远市第十届清远鸡旅游
文化节分会场，由此“一炮而红”。整洁
亮丽的小洋房和旅游配套设施齐全的乡
村游乐园不断吸引游人前来，乡村民宿
也迅速发展起来。

探索“乡村民宿+”
助乡村民宿持续发展

如今，大水坑村41户村民已有23
家通过改造自家民宅经营起特色民宿，
全村共有218间标准客房，约318个床
位。“去年村里民宿营业额最低的一家
有13万元，最高的达到30万元。”卢振
宇说。这背后，与大水坑村探索的“乡

村民宿+”模式关系紧密。如今，“乡村
民宿+村集体+酒店”“乡村民宿+旅游”
等模式正在不断发力夯实大水坑村民
宿发展基础。

在引进乡下美食村项目中，大水坑
村流转了村里28间杂物房和23栋民宿
的首层住房，打造出传统特色餐饮小吃
的网红打卡点。现在，借着临近省职教
城的优势，还与部分学校合作，开展美食
配送服务，带动了周边村民就业。

今年6月，大水坑村成立了清远市
乡农乡村民宿专业合作社。卢振宇说，
民宿发展有了“主心骨”，各自为战局面
得以转变，他们还将进一步规范民宿的
发展和服务。同时，该村还通过村集体
与清远市国际酒店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引入酒店培训体系、开展专业培训，共同
打造民宿行业品牌标准，确保民宿服务
更贴心。“原本村民们多是‘半路出家’，
培训后都说获益良多。”眼下，他们还在
深入探索“乡村民宿+村集体+酒店”模
式，寻求共赢道路。清城区也以大水坑
村作为试点，探索建立由政府引导、酒店
指导、民宿运营三位一体的“商政民”合
作经营管理模式。

大水坑村还在尝试联动周边景区，
构建“乡村民宿+旅游”发展模式。“坐在
我们民宿房间里，能直接看到黄腾峡夜
景。”新快报记者了解到，大水坑村已与
周边景区达成初步合作，专门针对民宿
住客制定了景区优惠措施，还组织游客
参与采摘农事体验，再逐步形成“旅游+
住宿+餐饮+采摘”旅游产业链。

一体化投入乡村民宿
“空心村”重焕光彩

连片稻田在秋风下翻滚出金黄色麦
浪，稻穗摇动着饱满颗粒沙沙作响，稻影
中的禾花鱼悠然游曳，等待着夜幕来

临。稻田边，铝制的装配式移动建筑早
已倾泻暖黄色灯光，给静谧乡野平添了
一份温馨暖意。这是清新区三坑镇布坑
村委会岗边一村的秋夜。

这个原本已空心化的自然村，在
2018年底，米墅稻田野舍营地民宿（下
称“米墅”）开始正式营业后被重新激
活。不仅曾经空置的宅基地得到全新改
造利用，80多个就业岗位也让不少村民
直接在家门口上班。

米墅创始人苏海通介绍，他们在布
坑村建设了6栋移动米墅和22栋民宿，
46间客房平均开房率达到75%。提供
舒适的居住体验是其“制胜法宝”之
一。依托环保绿色的装配式建筑，他们
最大限度地将简洁舒适的住房与乡村
自然景观结合，并保留当地淳朴的乡土
人情，经二次创作配备田园体验场景，
确保在居住和服务上提供给游客最佳
的体验。米墅由此成了三坑乡村民宿
回头客的多数选择。

同时，米墅还一体化投入民宿装备、
投资、运营、民宿学院、金融和民宿导流
平台，探索由“米墅、农户、新农人、米墅
会员、米墅金融”合作共建经营的乡村民
宿发展模式，助力乡村振兴。苏海通说：
“我们要带领1万名老百姓开民宿，让老
百姓在家门口就业致富。”

米墅率先在三坑镇探索实施民宿模
式，也与当地独有的温泉资源密不可
分。此外，近年来三坑镇结合乡村振兴
样板区建设，推动当地乡村人居环境和
乡村风貌大力提升，也吸引了许多民宿
主前来投资。

新快报记者还了解到，目前，该镇也
在结合利用温泉资源促进乡村民宿产业
发展，除了引导各民宿差异化发展外，还
推动旅游资源开发，丰富产品品类，让旅
游与乡村民宿产业互促发展。

回头客来了！清远的乡村民宿火了
清远初步探索出乡村民宿发展“六活六支”模式，推动乡村民宿全产业链发展

■清远市清
城区东城街
道新桥村委
会大水坑村
建起“乡村民
宿小部落”。

■清远清新区三坑镇布坑村的米墅稻田野舍营地民宿依托环保绿色的装配式建筑，将民宿房间与乡村景观自然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