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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报道

资 讯

观 察从“大通铺”到“标准间”
——我国唯一海岛边境县的民宿经济学

□ 蔡拥军 郭 翔

“真对不起，我们‘十一’假

期的房间已经全部订满了。”辽

宁省长海县广鹿岛“朴宿”民宿

经营者白冬云又在电话里婉拒

了游客的订房需求，“今天已经

婉拒了五六拨游客，建议至少

要提前一周订。”

海岛民宿游一床难求，是

我国唯一海岛边境县长海县旅

游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缩影。从

“大通铺”到“标准间”，从拼数

量到提升质量，长海县的海岛

民宿游从小做大，这个人口仅7

万多的海岛县去年共吸引游客

133万人次，旅游产业综合收入

超过11亿元。

“新”与“老”
“不差钱”的游客差啥

“1992年，30名游客来到

我家问‘可以吃住3天不’，当

时出于好客就留下他们了，最

后走的时候游客特别开心，每

人留下了 30 元。”70 岁的广

鹿岛“田园闲居”民宿经营者

刘玉堂是岛上最早从事“渔家

乐”的渔民。

从每人每天10元~100多

元，20多年间，刘玉堂的副业

“渔家乐”变成了主业，但他近

几年却发现“渔家乐”不“吃香”

了，不少游客甚至甩下话：“我

不差你钱，但你这就两个大炕，

条件太差。”

住宿是“大通铺”、公共卫

生间、吃饭要拼桌……4年前从

大连来到广鹿岛投资民宿的

王旭东直指当地“渔家乐”的痛

点：“国人生活品质提高，对旅

游的要求已不仅是看看景、拍

拍照，吃住玩和服务都要适应

游客的新需求。”他的“慢岛”民

宿已经开了第三家店，店店客

满，有时候10个订单只能接下

两个。

新需求催生新业态。“包吃

包住每人每天150元的传统‘渔

家乐’生意越来越差，而新兴的

每人每天四五百元的高端民宿

却一床难求。”王旭东说，现实让

海岛“渔家乐”经营者认识到不

转型升级就面临被淘汰。

干净整洁的“标准间”、独

立卫浴、分桌吃饭午餐晚餐7道

海鲜菜品……刘玉堂去年下决

心投入60万元把“渔家乐”升级

为民宿，“价格从100多元提高

到300多元，游客却更满意了，

旺季天天满房，我今年就接待

了不少去年来过的回头客。”

“多”与“少”
拼数量变提质量

午后的“朴宿”民宿，掩映

于乡野农家之中，进了屋才发

现别有洞天，数米高的天棚上

有光线透下来，古朴的客房都

关着门，心似乎也突然静了下

来。“7间客房全满，有些客人在

休息，有些客人去海边了。”去

年从外地来到广鹿岛投资民宿

的白冬云说，“我们的经营是

‘小而精’。”

“咱这每天接待五六十人，

人家就接待20多人，为啥咱们

1年赚不上三五万元，人家净赚

20多万。”王旭东的3家民宿中

每个店也只有七八间房，他说，

常有人问他这个“一多一少，一

高一低”的问题，“问题的根本

是要拼数量还是提质量，岛上

旅游质量提高了，效益的‘蛋

糕’做大了。”

刘玉堂尝到了压缩“产能”

的甜头：“过去‘渔家乐’可以同

时接待50多人，升级为民宿后

最多接待30人，人数少了一半，

可是收入不降反增。”他算账

说，过去即使客满，每天总收入

超不过1万元。现在客源多了，

旺季客满30人，每天收入却超

过1万元。

“海水好、空气好、海鲜也

好，不用打广告，客人发个朋友

圈，马上就有人问这是哪里，客

源越来越广。”白冬云说，高品

质又能转化为客流量。今年长

海全县旅游高峰日有4.2万人

上岛，打破了以往3.5万人的最

高纪录，广鹿岛的日上岛人数

最高也达到近万人。

“大”与“小”
民宿做大的经济学

民宿的出现和火爆，使当地

越来越多“渔家乐”经营者认识到

经济学不只是薄利多销，进而纷

纷效仿，民宿产业在当地越做越

大，仅仅两年多时间，广鹿岛的中

高端民宿已经达到20多家。

“民宿规模都很小，大家竞

争才能做大品牌。”最早在广鹿

岛经营民宿的王旭东对竞争者

的出现非常欢迎，对效仿他的

经营模式的同行还经常进行指

导。他认为，大海、海鲜、慢生

活是属于海岛的稀缺资源，更

多民宿的出现可以产生集聚效

应，真正做大广鹿岛民宿旅游

的品牌效应。

广鹿岛所在的长海县所辖

区域均为海岛，长海县委县政府

2017年就出台政策，鼓励“渔家

乐”提档升级，向规范化、精品

化、特色化发展，以政府引导、业

户主导，政府规划、业户实施，政

府配套、自主经营为模式，分批

次逐步引导海岛渔家发展特色

民宿，实现旅游兴县的战略目

标。如今不光在广鹿岛，长海县

的各个岛都有“渔家乐”陆续变

身民宿，引领长海县旅游产业迈

向高质量发展之路。

“打造精品民宿、设立各项

赛事及节庆活动，在增加长海

旅游知名度的同时，更促进了

海岛人转变思想观念，咱们小

海岛也能够做好旅游产业大文

章。”长海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

长傅萍说，下一步，长海县还将

着力破解旅游旺季短、客源地

单一等问题，打响“长海国际生

态岛”名片。

环岛自行车赛、铁人三项

赛、马拉松赛、开渔节、海钓大

赛……长海县正通过一系列文

化体育活动，打造具有文化内

涵、区域特点的新形象，同时也

为处于淡季的海岛旅游吸引新

的客源。而经营民宿的投资者

们则几乎众口一词地向人们推

介自己的淡季：“9月1日开渔

之后来最好，人不多，海鲜全。”

出境游里的新气象
□ 杜白羽

随着生活水平从温饱提高

到小康，很多曾经的“奢侈品”

对中国人来说变得日益平常，

出境游正是其中之一。今年国

庆期间，中国出境游客突破

700 万人次，出境游的中国游

客整体上气象一新，一言一行

中折射出国民素质的不断提

高，映照出中国经济与人文的

发展和进步。

出境游的中国游客日益展

现出更高的文明素质。据中国

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调查结

果，国外民众对中国出境游游客

文明素质的评价越来越高，中国

游客在境外受欢迎程度也不断

上升。中国游客的集体画像，不

再是举止粗鲁的“土豪”——许

多人在旅途中自带垃圾袋，在公

共场合不高声喧哗，与外国友人

交流时彬彬有礼，体现出一个大

国国民应有的文明素养与内

涵。中国古语云，仓廪实而知礼

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随着中国

变得更加富裕，其国民的素质

也在不断提升。

出境游的中国游客越发展

现出从容理性的精神气质。过

去，“上车睡觉、下车拍照”、走

马观花式的中国旅行团比比皆

是，如今，很多中国游客不再注

重“打卡”式旅游，而是更多地

深入体验异国风光和文化。他

们以闲适的步伐，徜徉于博物

馆、歌剧院等文化设施。越来

越多的出境游从“大而全”转向

“小而美”，海外游目的地更加

丰富多元，捷克、克罗地亚、马

耳他等小众目的地在线预订量

同比增幅超两位数。同时，中

国游客在海外的消费趋于理

性。曾几何时，海外游一度沦

为“购物游”，如今，将马桶盖、

电饭锅背回国、蜂拥而上抢空

货架的不雅之举已鲜有发生。

中国人的出境游也为世界

带来更多分享中国发展的机

遇。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

2018年，内地居民出境10.5亿人

次，仅 2018 年就突破 1.6 亿人

次。如此庞大的旅游人群为世

界各国带来巨大商机。不少国

家采取便利签证、定制个性化产

品等诸多措施，吸引更多中国游

客。伊朗、斯里兰卡等国今年起

对中国公民免签，希望通过提振

旅游业带动经济发展。国庆黄

金周期间，位于伊朗历史名城设

拉子的著名景点“粉红清真寺”

中国游客“爆棚”，数量比去年同

期几乎翻倍。

周游世界，说走就走。中

国护照“含金量”达到历史新

高，已有72个国家和地区对中

国公民免签或实施落地签，全

球159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中国

公民组团出境旅游目的地，这

反映出国际社会期待分享中国

发展机遇，对中国国民素质认

可度越来越高。在日益频繁的

出境步履中，中国人体验着世

界各国和地区的文化和风情，

世界也在感知一个不断进步、

日新又新的中国。

京津冀逐步形成完整大数据产业链

本报讯 正在河北石家

庄举行的2019中国国际数字

经济博览会上，《京津冀大数

据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

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

发布。白皮书显示，京津冀大

数据产业集聚逐步显现，逐步

形成了完整的大数据产业链。

顶层设计上，三地政府分

别制定并发布了相关指导意

见，为京津冀大数据产业的协

同发展提供保障，位于天津的

“京津冀大数据协同处理中心”

已成为京津冀大数据协同处理

的重要基础设施，在廊坊建设

的“京津冀大数据感知体验中

心”已投入使用；管理体系上，

京津冀在各自区域内推动建立

数据资源管理体系，推进公共

基础信息共建共享，北京市六

里桥市级政务云、天津市统一

的数据共享交换平台、“云上河

北”建设的投入使用，实现了政

务资源的共享整合；基础设施

上，初步形成了张家口、承德、

廊坊等环京大数据基础设施支

撑带，京津冀地区移动高速宽

带网络基本实现全面覆盖，并

从多个方面开展适应5G网络

的升级工作。

白皮书还对京津冀大数据

在工业、医疗、交通物流、旅游

等领域的典型应用进行了分

析。建议京津冀三地进一步强

化数据连接整合、推动数据开

放共享、促进数据深度应用、完

善区域协调机制。

（秦 婧）

长三角农产品产销尝试线上线下融合对接

本报讯 长三角特色农产

品的区域产销对接又有新尝

试。近日，江苏宿迁的500余

种绿色农产品，在上海线下展

销、零售平台和线上网络平台

同时亮相，推动建立线上线下

的长效“融合对接”。

宿迁是江苏的传统农业

市，农业比重较大，素有“粮油

之乡”“花木之乡”“水产之乡”

之称。其“宿有千香”农产品区

域公用品牌，在长三角地区日

益得到消费者的肯定和认可，

确立了优质稻米、标准化果蔬、

园艺型花木、农牧循环型生猪、

精深加工型肉禽、生态河蟹等

特色农业产业发展方向。

此次，宿迁在上海建立展

销平台，推动农产品优质生产

区与消费区的区域直通型对

接。215家农民合作社、家庭农

场、专业大户和农业企业推介

各自的优质农产品，涵盖了粮、

畜、水、花、果、蔬等类别的500

余个品种，包括泗洪大米、洪泽

湖大闸蟹、泗阳鲜桃、八集花

生、丁嘴金针菜等具有鲜明宿

迁特色的品牌产品。同样是线

下，“宿有千香”区域品牌在展

会之外，还开出了在沪的首家

农产品直营店，并与上海蔬菜

集团等渠道达成长期合作协

议，来自宿迁的30余种农产品

今后将每天进入上海的农贸市

场进行销售。

线下销售正在向线上延

伸。展会上的消费者往往会问

上一句：“以后想再买，可以网

购快递吗？”宿迁已开始尝试开

辟网上购物的绿色通道，消费

者可通过京东“宿迁馆”、淘宝

“宿有千香”等线上渠道，购买

宿迁优质农产品。

（李 荣）

□ 王泽昊

冲康村是西藏林芝市朗县

的一个江畔小村庄，依山傍水、

风景怡人。赫赫有名的千年核

桃林是村子靓丽的名片。近年

来，这里也成了不少游客留宿

观光、体验民俗的好去处。

穿过绿树掩映的村头，顺

着水渠向西200来米，新华社

记者来到了其律家。藏式二层

小楼白墙红顶，院里瓜果飘香，

其律正忙着准备午饭。

“今天有个游客团要在我

家吃午饭，我从一大早就开始

忙了。”其律擦着汗说。

25岁的其律，在2016年之

前从事壁画绘制工作。“以前我

在林芝、米林周边一些地方画

壁画，一天挣200元。有时一

站就是七八个小时。”其律说。

近年来，冲康村依托旖旎

风光和“千年核桃林”，走乡村

旅游发展道路，村子基础设施

等各方面建设有序开展起来。

2016年7月，其律看准了时机，

在冲康村办起了第一家“农家

乐”——冲康朗珠家庭旅馆。

其律把房子进行了改造装

修。二楼改成了客房，单间3

套，双人间3套，三人间2套，共

15个床位，一个床位一晚 50

元。房间干净整洁，敞亮通风，

屋外阳台上还摆放了藏式茶

几，供客人们喝茶聊天。一楼

是会客厅、餐厅、厨房，还有一

个采摘园。晚上，游客不仅能

感受篝火晚会的热闹，还可以

欣赏冲康村特有的“冲谐舞”。

其律说：“每到旅游旺季，我

们家全部满房，有时我和阿爸忙

不过来，客人们自己动手做饭

吃，他们觉得这样更有意义。”

其律算了一笔账：自家庭

旅馆开业以来，每年收入有3

万元左右；核桃和虫草每年卖

2万多元；他还担任景区讲解

员，全部加起来，一年起码有七

八万元收入。

“以前我在外面画壁画，一

年最多也只挣4万元，现在不用

出远门，挣的钱都比以前多，还能

照顾阿爸，一举两得。”其律说。

看到其律的旅馆办得越来

越红火，村里人开始效仿。“现

在村里已经有 4个家庭旅馆

了。随着景区建设不断完善，

还有不少家庭准备开小旅馆。”

驻村干部陈顺治说。

政府资金的不断投入，使

曾经破旧的冲康村焕发新生，

停车场、游客服务中心、路灯等

设施一应俱全。冲康景区现有

正式工作人员5人，临时工作人

员3人。2019年3月~6月，冲

康景区建设吸收冲康村14人临

时转移就业，创收19万多元。

“我们景区正在创建3A级

景区。如果创建成功，又可给

村里增加4个就业岗位。”冲康

村委会副主任贡觉说。

此外，当地政府还在冲康

村附近专设了摊位。村民出售

的酥油核桃、水果、牛肉干等农

产品深受游客和附近百姓喜

爱，一个摊位一天收入可达

400元。

截至 2018 年 12月，冲康

村贫困发生率降至0.39％，人

均可支配收入14,354元、现金

收入9760.7元。

“今后，村里还会建超市，

基础设施建设也在不断加强。

我们对未来越来越有信心。”

其律说。

家 庭 小 旅 馆 藏 乡 致 富 路
截至2018年12月，冲康村贫困发生率降至0.39％，

人均可支配收入14,354元、现金收入9760.7元

涵盖粮、畜、水、花、果、蔬等类别500余个品种

三地政府分别制定并发布了相关指导意见
““冬游西藏冬游西藏””正式启幕正式启幕
布达拉宫布达拉宫景区游人如织景区游人如织

10月 15日，“冬游西藏”正式启幕。

西藏自治区官方对外发布消息，决定在

2019年 10月 15日~2020年 3月 15日期

间，实施第三轮“冬游西藏”市场促进

优惠政策。优惠政策涵盖旅游景区、

旅行社、星级酒店等各个方面。在旅

游景区方面，除寺庙景区外，全区国有

3A级（含3A级）以上景区免费游览，国

有3A级以下和非国有A级景区在淡季

价格基础上减半。图为游客前往布达拉

宫参观。 何蓬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