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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0 日上午，都市爱情剧
《只是未婚夫的关系》在惠州读者
文化园开机。这是一部由惠州本
土公司制作，并将在惠州进行拍摄
取景的剧目。 （林海生）

2017年10月，我国首部《旅游
民宿基本要求与评价》开始实施，
该标准将民宿定义为“利用当地闲
置资源，民宿主人参与接待，为游
客提供体验当地自然、文化与生产
生活方式的小型住宿设施”。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
升，城市人群对乡村旅游消费的
需求变得多元化，民宿把来自城
市的人才、理念、技术和资金注入
到乡村，着眼于城市消费者的新
需求，让乡村的住宿业态实现升
级，消费者对乡村游的诉求已经
从过去的“观光型”转向“度假体
验型”。

纵观惠州各民宿，无论是惠
阳的秋长谷里、博罗的禾肚里，还
是爱树·白马河畔，在宣传上往往
突出其所能带来的田园诗式生活
体验，将之与都市的喧嚣忙碌进
行对比，抓住城市人群消解乡愁、
亲近自然的心理需求。

“我喜欢民宿有家一样的感
觉，平淡舒适。”90 后市民阿嘉
说。80 后的市民小安则认为：

“外出时，我比较看重住宿的舒适
度以及周边配套的方便程度，七
八百元/晚的民宿都在我的选择

范围之内。我尤其喜欢有院子的
民宿，可以在那泡茶聊天，也能体
验当地特色活动。”

阿嘉与小安是惠州民宿消费
的常客，透过他们俩，可以看到民
宿的用户画像。《广东民宿报告》
指出，当前的民宿行业用户画像
逐步清晰，城市居民为乡村游主
力军，一线、新一线城市出行人次
最多；80后、90后预订乡村民宿
的占比接近 70%，亲子游、情侣、
团队多人出行是主要出游群体，
自然生态、果蔬采摘、农耕研学、
手工制作、美食野味是最受乡村
民宿游客青睐的体验活动。

在2021年印发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
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中提
出，“十四五”期间，我国将加快形
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
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在《瞭望东方周刊》刊载的
《在民宿，城乡融通新载体》中，中
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守英
提出，我国已从“乡土中国”转变
为“城乡中国”，在经历急速的城
市化以后，城乡关系正在重塑，单
向的城市化正在转向城乡互动。

刘守英认为：“城市化达到一定水
平以后，人口、资本等要素将在城
乡之间重新配置，城乡经济、社会
结构会表现出与快速城市化阶段
明显不同的特征，即城乡融合。”

当下，城乡融合是我国民宿
发展的一个重要背景。未来城乡
经济相互依存、城乡产业结构差
异减小、城乡收入水平逐渐缩小
是大势所趋，而民宿经济正是城
乡人才、资金、技术等要素流动的
连接点，将在其中发挥桥梁和平
台作用。

张晓帆认为，一方面经营者
应打造特色精品品牌，提升服务
质量；各民宿业主之间要实现资
源共享，抱团发展；另一方面，政
府应该完善乡村配套设施，加强
对旅游景点的保护与管理，开发、
利用当地旅游资源，增强宣传力
度，吸引更多的游客走进来，让他
们玩得开心、住得开心。“当前惠
州民宿行业的发展越来越规范
化。”谢炜添表示，惠州有关部门
也可制定相关政策，激发民宿往
精品化方向发展，比如民宿评选
达到国家级、省级标准时，可给予
一定的奖励政策。

发展乡村民宿
完善产业链条

《惠州市民宿管理实施细则》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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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在海岸沿线、立在田边
村头、藏在山间密林……作为
旧乡愁与新乡村相结合的产
物，民宿抓住了城市人群消解
乡愁、亲近自然的心理需求，
以其小而精美的特色和田园
诗式的生活体验，迅速抢占不
小的市场份额，成为带动乡村
振兴、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新
引擎。

尤其是这两年来，游客出
行的半径缩短，以本地为中
心，基于兴趣爱好或某种体验
的“微度假”成为潮流，为民宿
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发展空
间。借此契机，珠三角地区的
民宿如雨后春笋般遍布开来。

根据实际，相关政策出
台，以促进民宿行业良性发
展。2022 年，广东省政府工
作报告把民宿发展纳入到年
度计划中；2022 年 3 月，《惠
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
景目标纲要》发布，提出加快
发展乡村民宿，完善产业链
条。

据今年8月广东省旅游协
会民宿分会、民宿发展研究院
联合发布的《广东省民宿产业
发展报告(2022)》（以下简称
《广东民宿报告》），当前广东
旅游民宿分布中，广深民宿位
居榜首阵营，惠州与清远、韶
关位列第二阵营。羊城晚报
记者从惠州市民宿行业协会
获悉，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惠
州民宿已超 1000 家。日前，
惠州印发了《惠州市民宿管理
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
则》），规范民宿经营管理，促
进民宿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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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喜迎二十大 奋进新征程”——“青主
杯”第八届（2022）惠州原创歌曲作品征集评选展
演启动，截至10月31日为作品征集阶段，感兴趣
者可关注“惠州市音乐家协会”官方公众号报名
提交作品。

9月13日，2022年惠州市网络安全培训班
开班。本次培训班为期三天，惠州市委网信委
成员单位联络员、各县（区）委宣传部网络安全
工作负责人、市直及驻惠单位网络安全工作负
责人、市委网信办全体工作人员等参加培训。

9月12日，2022年惠州市青少年（线上）选
拔测试活动举办，本次选拔测试设体操、跆拳
道、网球、羽毛球四个项目，来自惠城区、仲恺、
惠阳、惠东、博罗五个县区的协会、俱乐部、运
动馆等机构共700多名青少年参加。

地处罗浮山北麓的博罗县横
河镇，是广东首批乡村民宿示范
镇。近年来，该镇依托山水资源
优势，合理规划乡村旅游发展，
以建设民宿产业专业镇为目标，
引导民宿向标准化、专业化发
展，推出了上良民宿、禾肚里稻
田民宿、上河麦客喜客等一批特
色精品民宿，初步实现农村产业
转型和绿色发展崛起，全镇经济
发展后劲不断增强。

上良民宿位于横河镇郭前村
上良村民小组，紧邻显岗水库，
自然风光秀美。漫步其中，百亩
荷花池、湿地公园和后山森林公
园等自然景点让久居城市的游
客“复得返自然”；13 栋 91 间主
题客房、村史馆、传统及现代手
工艺作坊等场所，将当地特色的
渔家文化、客家风情展现得淋漓
尽致……

然而在2015年前，上良村民
小组还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
小渔村。2015年年底，在当地政
府推动和支持下，上良村民和惠
州市上良乡村旅游有限公司签
署合同，合作开发民宿旅游。

优质民宿千千万，上良当何
以立身？据了解，上良民宿生态
旅游项目采取村民自住一楼开办
农家乐、娱乐体验等项目，企业承
租二、三、四楼并负责民宿项目规
划、设计、建设、经营、管理及维护
等的模式，让游客深度体验田园
农家生活。这一模式成功让上良
的农房变民宿、农民变旅游从业
者、农产品变旅游产品。

成为旅游从业人员后，上良
村民小组的村民还圆了在家当
老板的梦。村民阿娟便和家人
回到家中，经营农家乐，为游客
提供早餐、午餐等餐饮服务，年
收入约 20 万元。据统计，2020
年全村一年的旅游收入约500万
元，人均收入约3.1万元，比2015
年的8000元左右有了质的提升。

如今，上良村民小组已经发
展为国家3A级旅游景区、全国乡
村旅游重点村，是广东最大的整村
民宿村，也是首批广东省文化和旅
游特色村，被视为村企合作发展乡
村旅游、激活农村闲置物业、实现

“农房变客房”整村民宿开发、推
动乡村振兴的典型代表。

2015年，横河镇境内登记在
册的农家乐仅 4 家。2015 年以
来，考察投资的旅游企业纷至沓
来，民宿生态旅游项目接连落
地，乡村活力的一池春水得以激
活。截至2021年年底，横河镇内
共有乡村民宿39家，其中入库省
民宿系统6家，可同时为1000余
名游客提供住宿服务。以上良、
禾肚里、麦客喜客为代表的 3家
民宿企业，其年营业收入合计超
过 1000 万元，带动本地就业超
100 人。仅博罗禾肚里稻田民
宿，2021年入住人数5161人次，
住宿收入 235.7万元。

“农房变客房”
村民笑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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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夜繁星点点，星光伴着入
梦，推门见景，开窗见画……在刚
刚过去的中秋假期，地处环都市
圈休闲度假旅游带关键节点的惠
州，各民宿迎来入住小高潮。

在博罗县横河镇下河村，取
自陶渊明的“悠然见南山”、诠释
当代田园生活的“悠然山居”民宿，
中秋假期入住率达100%。民宿合
作人张晓帆介绍，民宿内有14个
房间，风格各不相同，分别以春夏
秋冬、农耕、小康、教师等元素为主
题设计打造，定价在 500至 2888
元不等。“我们的客人80%来自深
莞，其次为广佛惠，节假日都是满
房状态，刚刚过去的暑假，整体客
流也达七成，整体收益很不错。”张
晓帆说。

临近惠州西湖，历史味十足
的祝屋巷也成为特色民宿簇拥
地。在祝屋巷与西湖交汇处，入
住爱树·观湖书院的游客可透过
落地玻璃，观日出品落日，看群鸟
飞舞，赏烟雨朦胧如画般的西湖。

观湖书院是惠州市爱树文旅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
树”）旗下的民宿。惠州市民宿客
栈与精品酒店协会会长、爱树创
始人、CEO谢炜添告诉羊城晚报
记者，目前爱树品牌旗下有7家门
店，在建 5家，分布广东省内外，

“中秋节期间，旗下各民宿的入住
情况都很理想”。

谢炜添透露，据不完全统计，
目前惠州的民宿已超1000家，逐
步向规模化、集聚化、品牌化方

向发展，环惠州西湖区、稔平半
岛滨海区、环罗浮山区、环南昆
山区等主要民宿区正在形成。以
惠州西湖为例，两公里范围内开
设的民宿就有三四十家。

记者了解到，早在二十世纪
九十年代，南昆山出现了第一个

“家庭旅馆”概念的度假村——高
山森林度假村，为广东省最早的
民宿代表。随后30年时间，凭借
广沃的土地、纵深的乡村、优质
的农产品，“滨海民宿”“湖畔民
宿”“森林民宿”“温泉民宿”“历
史文化民宿”等特色品牌在惠州
不断涌现。根据今年8月发布的
《广东民宿报告》，在全省 11000
余家民宿中，惠州民宿已跃居第
二梯队。

随着惠州旅游业的发展，民
宿成为惠州旅游产业中最具活力
的行业之一。

近几年来，通过政府指导、政
策支持、市场培育等手段，惠州成
长起了不少本土民宿知名品牌：
发源于博罗的禾肚里稻田民宿，
已在全省布局了八家店；爱树民
宿发源于龙门，已在省内外布局
了十余家店；秋长谷里、云侣堡美
宿、山里院子、菁木山舍等精品民
宿崭露头角……惠州乡村民宿在
承接景区溢出效应，带动田园综
合体、文化游憩地、康养运动基
地、创意手信等其他乡村旅游产
品提质升级中效用显著。

2021 年，惠州在《惠州市推
动乡村旅游提升三年行动方案
（2021—2023 年）》中提出了更为
明确的目标，明确2023年前要培
育提升 5 个民宿集聚区、建成
100个“惠州人家”精品民宿。

为达到这一目标，惠州出台
了《实施细则》，从2022年 10月 1

日开始施行，有效期3年。该《实
施细则》明确了民宿管理标准、管
理依据、管理部门职责、诚信经
营、事中事后监管等事项，旨在提
升民宿服务质量，保障旅游者与
经营者合法权益，并带动盘活城
乡闲置资源，推动乡村振兴发展。

记者留意到，《实施细则》明
确要加强品牌建设，民宿经营者
登录广东省旅游民宿管理系统完
成信息系统登记后，可统一使用

“广东旅游民宿”品牌标识，未完
成的则不允许使用。

“《实施细则》的出台，对于惠
州民宿的规范发展具有很大的作
用。悠然山居民宿也及时将细则落
实到实处，完善了民宿登记、员工培
训等工作内容。”在张晓帆看来，惠
州民宿行业，特别是乡村民宿的发
展，需要相关的管理细则去规范、保
障行业秩序，这不仅体现了惠州对
于民宿发展的前瞻性，对民宿自身
的工作也有很大的推进作用。

谢炜添则表示，《实施细则》

的出台，将惠州民宿管理标准化，
对投资者和入住客人都有不小的好
处。对于投资者而言，由于民宿最
大的吸引力在于“推门即风景”，投
资者在选址时会更多在自然条件等
方面下工夫，《实施细则》有利于让
他们有针对性地避开水库保护区等
不能开发的领域，在消防等设施上
也有标准可依；对于入住客人来说，
经营标准化、合法化，也保障了他们
的入住安全与体验感。

据了解，按照惠州市相关规
划，惠州将把乡村民宿业融入乡
村振兴规划之中，建立乡村旅游
发展“一盘棋”推进机制，加强顶
层设计，完善各乡村旅游点、民宿
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增加民宿
发展专项资金，坚持“属地管理、
条块结合”管理模式，细化和厘清
民宿主管部门与各相关部门职
责，着力解决民宿商事登记、消防
安全、权属证明、环保卫生等方面
瓶颈问题，不断推动惠州民宿发
展壮大、提质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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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景树屋

充满乡村气息的惠州民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