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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田新元

青山绿水变金银，森林旅

游富万家。近年来，随着生态

理念渐入人心，人们走进森林

的步伐日益加快，森林旅游也

在快速增长。记者从国家林业

局获悉，2017年全国森林旅游

游客量达到13.9亿人次，占国

内旅游人数的比例约28%，创

造社会综合产值1.15万亿元。

森林旅游已经成为继经济林产

品种植与采集业、木材加工与

木竹制品制造业之后，年产值

突破万亿元的第三个林业支柱

产业。森林旅游直接收入从

2012 年 的 618 亿 元 增 长 到

2017年的1400亿元，年增长率

保持在18%以上。5年来全国

森林旅游游客量累计达到46亿

人次，年均增长15.5%。

据介绍，森林旅游是指人们

以森林、湿地、荒漠和野生动植

物资源及其外部物质环境为依

托，所开展的观光游览、休闲度

假、健身养生、文化教育等旅游

活动的总称。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林

业局把大力发展森林旅游作为

提高森林多功能利用、促进林

业转型发展的重要抓手，森林

旅游行业管理不断加强，社会

影响显著提升，新兴业态百花

齐放，产业规模快速壮大，已经

实现了从林业附属工作向关系

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福祉大事

业的华丽蜕变，从国有林场多

种经营活动转变成林业现代化

建设的一大亮点。发展森林旅

游实现了从“砍树”到“看树”、

从“卖山头”到“卖生态”、从“卖

木材”到“卖景观”、从“把林产

品运出去”到“把城镇居民引进

来”的历史性转变。它是我国林

业重要的朝阳产业、绿色产业和

富民产业，同时也是深受公众青

睐的健康产业和幸福产业。

各类森林旅游地数量和接

待能力剧增。以森林公园、湿地

公园、沙漠公园为代表的各类森

林旅游地数量从5年前的8000

余处增加到9000余处。森林公

园依然是森林旅游发展中的重

中之重，其年接待游客量超过全

国年森林旅游游客量的70%，年

接待游客量超过100万人次、年

森林旅游收入超过1亿元的森

林公园数量超过110家。

森林旅游新业态百花齐

放。国家林业局大力培育森林

旅游新业态，引导森林旅游从

观光旅游为主向观光旅游与森

林体验、森林养生（康养）、休闲

度假、自然教育（研学旅行）、山

地运动、生态露营等多业态并

重方向转变。国家林业局开展

的森林旅游需求社会调查显

示，森林旅游已经成为我国公

众特别是城镇居民常态化的生

活方式和消费行为。公众的出

游动机和对森林旅游产品的偏

好呈现多样化，“放松心情”成

为主要的出游动机，热衷于山

地运动、森林养生的群体正在

快速壮大，甚至还有一部分人

开始对徒步穿越丛林、探险等

表现出浓烈的兴趣。

森林旅游宣传力度加大。

2012年，启用了“中国森林旅游

专用标志”，建成并开通了中国

森林旅游网。陆续开通了“森

林旅游网”“中国森林旅游节”

“游森林”“森林步道”等多个微

信公众号，高密度推送森林旅

游信息。

森林旅游示范试点多点发

力。开展了森林旅游示范市县

申报命名工作，命名全国森林

旅游示范市13家、全国森林旅

游示范县75家。不少省区也陆

续开展了“森林旅游示范县”

“森林旅游示范景区”“森林小

镇”等示范建设。国家林业局

确定了18家单位开展全国森林

体验基地、全国森林养生基地

试点建设，公布了第一批共5条

国家森林步道名单。

森林旅游在脱贫攻坚中发

挥重要作用。森林旅游在助力

脱贫攻坚中具有天然的地缘优

势。增收途径包括就业、开展

个体经营、发展种养殖、租赁入

股经营等。据初步统计，依托

森林旅游实现增收的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达到35万户、110万

人，年户均增收3500元。

□ 林诗婷

谁说追求诗和远方难寻经

济效益?截至2017年年底，我

国客栈民宿注册量总数达20.2

万家，同比增长321.15%，2017

年预计交易规模达103亿元，民

宿产业呈爆发式增长。

这份亮眼的成绩单，刷新

了大众的认知，民宿行业发展

开始受到重新审视与关注。目

前，海南省在营业的民宿逾300

家，产业发展势头迅猛。但有

专家认为，海南民宿业发展尚

处初始阶段，缺乏明确规划与

发展机制，新业态发展尚需政

府部门、市场行业等多方面的

引导与规范。日前召开的首届

三亚(西岛)民宿空间美学沙龙，

行业先行者和专家学者汇智一

堂，共商发展民宿产业大计。

“面朝大海 诗意栖息——

民宿空间美学沙龙”近日在三

亚市天涯区西岛文创馆召开，数

十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民宿大咖、

旅游业态研究者汇聚一堂，与西

岛当地创业青年和部分渔民，就

加快建设西岛美丽渔村，促进渔

村产业升级，进行沙龙探讨与经

验分享，为西岛民宿产业的发展

汇智，助力三亚旅游产业升级转

型。这场关乎民宿与乡村建设

共同发展的讨论，为琼岛民宿发

展注入了新的思考。

乡村振兴的突破点

一扇大门的开启，迎来了崭

新的旅游合作模式。2017年12

月，三亚市天涯区西岛渔村一期

建成迎客，进岛游客可同时饱览

景区与渔村美景，实现景区与渔

村的真正融合式发展。

对于不少习惯了慢节奏生

活的西岛村民来说，此次“破

冰”意味着更多的发展机会和

乡村面貌的改变。“西岛渔村拥

有丰富的生态、旅游、文化资

源，融入式、体验式旅游模式

的发展，为我们带来了发展乡

村旅游的契机。”去年，西岛渔

村“90后”村民黎小康毅然决

然离开都市，返乡创业，在家

人质疑声中建起了岛上的首家

民宿——小康别苑，原先普通

的三层小楼，呈现出地中海式

清新风格，庭院内干净整洁、花

草丰茂，户外秋千、室内摆件等

体现出浓郁的渔家风情。

“各地依托美丽山水大力

发展民宿产业的同时，更推动

了当地旅游服务业的发展，一

定程度上影响着乡景村貌的提

升，人文风土的延伸。”海南大

学旅游学院副院长陈扬乐认

为，发展乡村民宿要求加强软

硬件设施建设，提升服务水平，

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农村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联动全域旅

游发展，成为乡村振兴的突破

点，实现在保护原生态的基础

上带领当地居民奔小康。

老村焕发新颜，乡景回归

淳朴，民宿的作用有多大？莫

干山民宿标杆之一——西坡集

团董事长助理许春晖是莫干山

乡村文化复兴的见证者。

2009年，许春晖所在团队

将民宿选址在莫干山劳岭村，

这是一个连汽车都进不去的村

子，环境闭塞、交通不便，原住

民仅剩下几个留守老人，他们

租下了10间屋子，凭借拖拉机

运送物资，以一年一栋楼的速

度进行老房改造。“既要保持老

房子风格，又要赋予现代使用

功能，平均每栋楼的改造成本在

200万元~300万元，每间客房

平均改造成本约50万元。”老房

改造难度远比想象中大得多，许

春晖说，老房民宿保留了很多原

有物件，更具中国农村特色，吸

引着不少游客前来体验返璞归

真的乡野生活，特色民宿产品供

不应求，房间均价超过 1200

元。原先的“留守村”，变成“香

饽饽”，当地村民返乡经营起农

家乐等旅游新业态，促进乡村

旅游产业链的延伸。

消费层次升级

“旅行中，像当地人一样生

活”。不同于星级酒店及度假

村，在现代居民文化休闲消

费多样化和精细化的背景下，

民宿依托当地特色文化和自

然景观所带来的独特消费体

验，着力于深度展现风土人

情，让游客体验当地人的生

活，呈现出文化与商业融合

发展的色彩。

在中国海洋学会海洋旅游

专业委员会副会长陈耀看来，

文化是可持续性发展民宿产业

的根，“一个有历史、有文化、有

传统的乡村社区是发展民宿的

好地方，做民宿一定要找出当

地的文化基因，构建在地文化

生态群，有了文化基因，民宿就

有了灵魂，否则只是老房子、老

材料的堆砌而已。”

海南文化资源充足丰富，

黎族苗族文化、海洋文化、红色

文化、南洋文化独具特色，每年

针对文化产业的发展扶持资金

达到了1.1亿元，如何更好地挖

掘发展旅游、发展民宿等新业

态产品的文化基因?“目前海南

文化形成了东线蓝色文化产业

带、中线绿色文化产业带、西线

特色文化产业带共同发展的资

源布局，东线则以海口骑楼、定

安文笔峰、三亚千古情等南洋

文化、海洋文化资源为主，中线

有代表着民俗文化的五指山黎

峒文化园、呀诺达景区、槟榔谷

景区，西线则以东坡文化等为

主。”海南文化研究者秦建国

说，发展民宿产业，应将特有的

琼岛文化资源统筹发展，开发

电影、文创作品等文化深度产

品，凭借着“本地文化”“艺术设

计”“独特体验”等标签，打造文

化艺术传播与经济社会效益相

结合的发展模式。

厦门市曾厝垵文化创意产

业协会理事长宁军分享了一组

数据：有800多年渔村历史的

厦门曾厝垵，借力文创、民宿产

业发展，打造成为文艺渔村，如

今年游客接待量已突破1400

多万人次，旅游旺季期间日均

接待量可达12万人次，年旅游

产值达25亿元，1600余名村民

每年分红两亿元。“我们通过打

造曾厝垵文艺青年节，吸引了

一批年轻艺术家、文化工作者

扎根发展，构建起独特的渔村

文化，成为旅游发展的生命

力。”宁军说，民宿的发展，其实

就是消费层次的升级，满足了

很多人对文化、生命的追寻。

转型升级路口

作为国内旅游发展的新生

事物，民宿业在短短几年间，几

经迭代后，又走到了转型升级

的十字路口。

从云南大理整顿民宿行

业，到民宿与星级酒店竞争加

剧，民宿从业者也在焦虑着，

民 宿 升 级 之 路 如 何 拓 宽 。

“2013年起，随着莫干山民宿

不断增多，我们便开始思考如

何让民宿保持竞争力，做一个

正规化的民宿，逐步形成了自

己的核心竞争力——管家体

系，每间房配备一个管家，24

小时随时响应。一间精品民

宿，最重要的不是硬件，而是

体验，未来一定是拼服务，服

务是核心竞争力。”许春晖介

绍，其公司对于管家团队的要

求是，对硬件要实现标准化酒

店流程，而对旅客则要体现出

人情味。

民宿房间每个物品都有明

确的摆放角度和位置，管家要

随时回答游客旅游目的地路

线、气温等相关问题，民宿主人

要每天、每周定期开展互动交

流活动……莫干山民宿逐渐衍

生出的一系列规定、要求，是行

业在加速发展中的内生需求。

事实上，随着民宿行业的发展，

国内关于民宿的卫生标准、安

全要求、服务规范等方面均存

在诸多争议，行业发展良莠不

齐深受诟病。

“不要把民宿当做乡间宾

馆、客栈。民宿的水平，取决于

主人的水平，刺激着主人在文

化建设、服务理念等方面创新

进步。”陈耀认为，民宿以民为

主，关键是民，需要软环境与硬

环境兼顾，不断提升民宿的服

务水平。

事实上，推动民宿规范化、

标准化，国内已开始探索。去

年10月，国家旅游局发布的《旅

游民宿基本要求与评价》正式

实施，在民宿的市场准入、基本

卫生要求等方面做出了严格规

定，包括“客房床单、被套、枕

套、毛巾等应做到每客必换”等

具体要求。

“民宿的底层逻辑，也是消

费升级的核心，就是个性化需

求、对标准化需求的升级，不断

打造成为有想法、有感情、有温

度的民宿品牌。”陈耀说。

本报讯 近日，根据《浙江

省旅游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关

于开展浙江省乡村旅游产业集

聚区推荐认定工作的通知》，最

终认定浙江长兴水口乡村旅游

产业集聚区为浙江省首个乡村

旅游产业集聚区，同时这也是

全国唯一的一个省级乡村旅游

产业集聚区。

长兴县水口乡位于浙江省

北部，毗邻长三角核心上海市，

是一个自然环境优美、人文底

蕴深厚的乡村旅游胜地。之所

以能够被认定为浙江省首个乡

村旅游产业集聚区，除了长兴

县独特的自然人文环境和区位

条件之外，还离不开长兴旅游

人最近两年的不断探索和

努力。

据了解，截至目前，区域内

共有农家乐(民宿)558家，床位

数2.3万余张，餐位数2.4万余

个，旅游车队4个，直接从业人

员2200余人。

据悉，水口乡村旅游起步

于2000年，10多年来，水口乡

村旅游产业集聚区逐步探索出

了一条从“农家乐”到“乡村旅

游”再到“乡村度假”并向“乡村

生活”转型的乡村旅游发展之

路，形成了完备的“吃、住、行、

游、购、娱”服务体系，目前已经

成为长三角地区规模最大的乡

村旅游集聚区。

目前，浙江长兴水口乡村

旅游产业集聚区既是浙江省首

个乡村旅游产业集聚区，也是

全国唯一的一个省级乡村旅游

产业集聚区。

之所以能够成为“浙江首

个”以及“全国唯一”，离不开长

兴水口乡村旅游的“乡土化”

“异地化”“组织化”“度假化”

“景区化”的发展特点。

据统计，2017年长兴县水

口乡接待游客近315万人次，

同比增长 5%，仅农家乐休

闲旅游业即实现旅游收入

7.9 亿元，同比增长 16.2%，

农家乐户均收入增加 30%，

长兴县水口乡已经探索出了

一条具有水口特色的乡村振

兴之路。

（吴雪清）

民宿产业为乡村旅游探路

从“砍树”到“看树”从“卖木材”到“卖景观”
去年森林旅游综合产值1.15万亿元，森林旅游成为第三个林业支柱产业

截至2017年年底，我国客栈民宿注册量总数达20.2万家，同比增长321.15%，
2017年预计交易规模达103亿元，民宿产业呈爆发式增长

本报讯 日前，江西省印

发《江西省休闲农业和乡村旅

游产业发展工程实施方案》。

该方案提出，到2020年，创建

田园综合体50个，规模以上休

闲农业园区（点）达6000家，农

家乐总数超过30,000家，从

业人员超过150万人。根据方

案，江西省将构建赣北现代休

闲农业示范区、赣东北景观农

业度假区、赣西绿色生态农业

养生区、赣中乡村耕读文化探

秘区、赣南客家民俗风情体验

区、环鄱阳湖滨水休闲农业游

憩带6大特色功能区。

根据各地资源特点，赣北

将依托中心城市交通、资金、

信息、人才和市场优势与庐

山、庐山西海、梅岭等旅游景

区，打造一批精致农业、景观

农业项目，培育一批规模化、

精致化、品牌化现代休闲农

业观光园、市民农园、现代农

业示范园等示范引领项目，

建设一片环城市休闲农业游

憩带。

赣东北将依托区域旅游

产业发展优势和丰富的乡村

资源，在三清山、龙虎山和婺

源古村落等大型景区周边大

力发展休闲农业，做优休闲农

业精品旅游带，成为区域旅游

发展的重要补充和拓展。

赣南将以突出的客家风

情和厚重的农业文化为依托，

以特色乡土建筑、文化古村、

新农村示范点、农业产业基

地、民俗风情活动、客家美食

和乡土特产为主要内容，着力

开发形式多样、特色鲜明的休

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产品，加快

建设一批有影响力和吸引力

的风情小镇与休闲农业和乡

村旅游项目。

据了解，江西省将通过三

个阶段扩大产业规模、优化产

业结构、完善体系建设，培育

一批产业特色鲜明的田园综

合体，壮大一批示范带动能力

强的休闲农业龙头企业，打造

一批在全国叫得响的休闲农

业和乡村旅游示范基地和品

牌企业。其中，三年创建50个

省级田园综合体，每个省级财

政补助200万元，市、县（区）按

省、市、县1∶0.5∶1的比例联动

安排财政补助资金。

（赵 影）

本报讯 “中乔大三农硒

硒皇后杯”2017第一届红旗渠

精神永放光芒全国性征文活动

表彰大会近日在河南林州举

行。中乔大三农集团董事长

乔书领、总经理乔业腾在传播

弘扬红旗渠精神工作中成绩突

出，被征文活动组委会分别授

予红旗渠精神“时代传承奖”和

“国际传播奖”。

据统计，本届征文活动自

开展以来，共收到社会各界来

稿1169篇，经严格评选，共评

选出获奖作品36篇。表彰大

会上，到会的领导嘉宾向获奖

代表颁发了证书。

林州是一片英雄辈出的土

地，红旗渠精神享誉全国，得到

了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广泛

关注和高度重视。国务院办公

厅原副局长黄寒冰表示，乔家

父子爱农村、懂农业，带领中乔

大三农集团为中国“三农”事业

奉献着自己的智慧和力量，这

种精神是红旗渠精神的现实写

照，也是红旗渠精神对中国广

阔的农村大地最好的回报。

红旗渠精神传承人、中乔

大三农集团董事长乔书领表

示，他将继续带领中乔大三农

集团以红旗渠精神和愚公移山

的意志，扎根林州红旗渠畔，连

接山西、河北等地，建设红旗渠

国家农业智慧公园。用实际行

动，进一步传承红色精神，打造

绿色产业，实施精准扶贫。用

富硒产业带领老区人民，走上

致富新路。

据介绍，红旗渠精神征文

活动，就是为了向全社会广泛

宣传和弘扬“自力更生、艰苦创

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红

旗渠精神，提高全民族的广泛

认知，让红色革命精神在社会

主义建设新时期焕发新的光

彩，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贡献更多正能量。本次活动的

成功举办，得到了各级领导和

全社会的广泛支持和关注，涌

现出了一大批优秀作品，凝聚

了强大的社会正能量，影响重

大，意义深远。（李 菊）

浙江认定首个省级乡村旅游产业集聚区

江西将创建50个省级田园综合体

红旗渠精神征文活动表彰大会举行

农业嘉年华催热冬季旅农业嘉年华催热冬季旅游游
赤峰和润第二届农业嘉年华暨北方冬季蔬菜博览会近日在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山区举行。此

次农业嘉年华以“发展乡村休闲观光，建设北方全季大菜园”为主题，打造集旅游、购物、娱乐为一

体的现代农业展示基地，在隆冬时节吸引了大批游人前来观赏。图为游客在农业嘉年华中“弹

奏”由绿植组成的“生态钢琴”。 新华社记者 彭 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