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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访成都乡村民宿

寻找藏在乡村振兴里的“致富密码”

踔厉奋发新时代 治蜀兴川再跨越

越这5年
了不起的我们

2月9日召开的四川省乡村振兴局长会议要求，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
政府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决策部署，把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放在突出位置，把“让脱贫群众生活更上一层楼”作为谋事基点，把“稳字当头、稳
中求进”作为工作基调，把“取得可考核的成效”作为鲜明导向，把“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
作为组织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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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假期临近，成都市民叶先
生忙着制定出游计划。“我们准备在成
都周边找个民宿住两天，放松心情拥
抱大自然。”他说，虽然提前了10来天
预订，但还是慢了一步，“很多民宿一
两个月前就预订完了。”

经朋友推荐，后来叶先生成功预
订到一家乡村民宿。“这个假期，我们
不仅要住民宿，还要逛古镇，带着孩子
一起去摘樱桃和桑葚。”他说。

据途家民宿发布的“五一”出游趋
势显示，截至4月22日，“五一”假期乡
村民宿的订单量占比达到51%，较去年
提升20%，订单量首次超过城市民宿。

在四川，近几年，一批由村民房屋改
造的精品民宿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逐渐
呈现集群式、产业化、品牌化的发展趋
势。这些散落在青山绿水中的乡村民
宿，不仅让游客体验到“采菊东篱下，悠
然见南山”的闲适，也为乡村振兴注入新
的活力，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

近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探访了成都多个乡村民宿，寻找藏在
乡村振兴里的“致富密码”。

点位1：蒲江县成佳镇麟凤村
从民宿到多元业态

组建合作社发展民宿经济

4月23日清晨，刘静在朋友圈晒了
一张照片：初露的晨曦镶嵌在青灰色
的山体上，勾画出一幅清新的田园风
光。照片中的地方，就是成都市蒲江
县成佳镇麟凤村。

刘静外婆的家位于麟凤村，童年
时，她每个周末都在这里度过。再次
回到这里，她兴奋不已，并萌生了在这
里经营一家乡村民宿的想法，为在城
里奔波的人们提供一个可以尽情放松
的地方。

2016年，37岁的刘静回到麟凤村
开起了民宿。在此之前，她是一名酒
店管理从业人员，跟随丈夫在他的家
乡天津发展。

从天津回到蒲江开民宿，旁人不
解她的选择，可她知道，与城市的繁忙
相比，乡村的宁静更难能可贵。更重
要的是，在家乡的风景与茶香中，她嗅
到了新的机会：重新选择的行业，正与
乡村振兴的时代大背景同频共振。

“民宿不仅要好看，更重要的是体验
感。”刘静说，她的民宿房间不多，但在设
计中把它变成了一个复合空间，“游客们
可以来住宿，也可以通过体验项目来感
受体验健康自然的生活方式。”

根据不同季节，刘静设置了不同
的体验项目。比如，春天带着游客去采
茶，夏季带游客体验石磨豆花……在她
看来，民宿可以承载更多的意义，是周
末节假日放松的“后花园”，是惬意的生
活方式，是人与人之间更亲密的连接。

越来越多的麟凤村村民，也发现
了民宿行业的广阔空间。麟凤村党委
书记陈昌文说，目前麟凤村已开设民
宿18家。

2018年底，借助“麟凤花开”林盘

发展机遇，麟凤村老百姓自发组建合
作社，66户村民现金入股112.5万元，加
上财政项目资金和财政奖补资金近
300万元，成立了村集体经济联合社，
于2019年6月正式投入运营。联合社
下设茶乡神韵乡村旅游专合社、麟凤
村花卉园艺专合社、沙楼果品合作社、
甘成茶山旅游合作社，开办民宿餐饮，
增加研学体验经济。

创业6年，刘静见证了麟凤村的变
化：交通更便利了，村里还修建了儿童
乐园、绿道等配套设施。另一些变化
发生在村民身上。“我们会对民宿主进
行专业培训，包括茶艺、烘焙等。”陈昌
文说，村里的环境和配套设施让村民
有了发展新业态的底气，也让更多村
民有了加入其中的意愿。如今，麟凤
村还发展出研学、科普、茶艺、露营等
多种业态，丰富游客体验。

“这里已成了蒲江有名的‘民宿村
’，大家的荷包越来越鼓，村民的信心
越来越足。”陈昌文说。

点位2：彭州市桂花镇金城社区
以“共享经济”发展民宿

实现自然、人文资源价值“共享”

初到成都彭州市桂花镇金城社
区，不少人会被一座座川西民居独特
的造型吸引：屋檐向外延伸出2至3米，

由竹条编制或灰瓦搭建起来，如同给
房屋戴上了“太阳帽”；屋檐下，村民们
喝茶、聊天、晾晒谷物和衣物。这里以
前叫小石村，如今因为这个特色，又被
称为“大屋檐村”。

大屋檐下，民宿产业越来越红火。
2017年，在外经商多年的村民岳付飞，
受邀回村担任金城社区党委书记。随
后，他确立了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以集
体经济带动村民致富的发展道路。

看着村内秀美的自然风光以及闲
置的房屋，岳付飞萌生了发展民宿的
想法。他请来美国哈佛大学毕业的设
计师李烨。设计中，李烨用“同在屋檐
下”的理念，增强空间与情感的连接，
给建筑设计了“大屋檐”造型。

同时，采用“共享经济”发展民
宿。“就是由村集体出面，租下村民的
房子，统一打造成民宿，交由第三方来
运营，占股比例为集体经济组织40%、
村民30%、运营公司30%。”岳付飞说，
这样既能盘活村上的闲置资源，又能
让村集体和村民都增收。

“例如，小石记·山宿就由四户村
民的闲置房屋改造而成，一楼房屋用
于农户居住，二楼作为共享民宿对外
开放。住在这里，给人一种既是游客
又是村民的感觉。”岳付飞说，民宿正
式营业后，村民们干劲十足。据统计，
自2020年8月运营以来，营业收入合计
80万余元。

看着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
村民们主动加入了进来。2021年，村
民张燕在小石记·林宿找了份工作，主
要负责保洁和接待工作。“民宿离家
近，步行七八分钟就能到达，下班后可
以回家做农活，也能照顾家里年迈的
老人，一个月下来还可以增加三四千
元收入。”她说，现在不仅腰包鼓了，也
明显感受了村里的变化，“村里多了很
多漂亮的建筑，环境也越来越好。”

这几年，岳付飞也见证了彭州民
宿产业从无到有、从有到精的蜕变。
目前，彭州已建成西南首家民宿学院，
吸引了浮云牧场、大乐之野等全国50
强民宿品牌来此投资，落地营运了自
在山居、熊猫的森林等精品民宿，民宿
生态产业格局初步成型。

“未来，我们还要继续升级民宿产
业，提升品质和体验感，把社区新的生

活方式融入进来。”岳付飞说。

点位3：崇州市道明镇竹艺村
网红建筑带动乡村发展
让诗与远方变得触手可及

在崇州的所有民宿中，道明镇的竹
里民宿无疑是最有特色的人气民宿。
竹里的名字来源于陆游的《太平时》：

“竹里房栊一径深，静愔愔。”竹里的整
体设计都巧妙融入了竹编元素，民宿共
有8个独立建筑体，每个建筑为一间客
房，错落有致地分布于林盘之中。

“2018年5月，竹里民宿正式开业，
极具创意的建筑外观吸引了很多关
注，可以说从开业就非常火爆。”崇州
文旅集团营销总监吴苏川说，2017年，
民宿刚刚在国内兴起，四川也有较为
出名的民宿，如浮云牧场等，但总体来
说仍处于尝试、摸索阶段。

从文化底蕴到产业业态升级，再
到产品塑造，在民宿打造过程中，这些
都是需要考虑的因素。“其实复盘整个
过程，竹里项目的成功有一定偶然性，
但也存在必然性。”吴苏川说，虽然近
几年受疫情影响，大多数民宿的整体
营业收入都出现下滑，但竹里的整体
营业收入却实现逆势上涨。

“竹里的定位客群是追求舒适和
品质的客户，60%都来自成都本地，省
外客人大多来自重庆和北上广深等城
市。”吴苏川说。

5年间，成都的民宿氛围日益浓
厚。“行业上下游产业链的参与者变多
了，消费者的认知需求和消费理念也
在发生变化。”吴苏川说，例如在崇州
白头镇五星村和道明镇竹艺村，都出
现了很多新民宿，当地村民和村集体
也建设了很多配套业态，共同带动崇
州旅游业的发展。

民宿如何打造出品牌特色？吴苏
川说，首先是民宿的主题文化，可以适
当融合文艺、乡土、民俗等元素，除了
吃和住以外，还可以赋能其他业态，并
围绕民宿核心打造具有吸引力的产品
线路，增加客人参与性和体验感。

数据显示，2017年，崇州全市乡村
旅游接待达1100.8万人次，实现旅游收
入35.63亿元。2021年，全市乡村旅游
接待1562.43万人次，比2017年增长了
41.94%；实现旅游收入105.23亿元，比
2017年增长了195.34%。截至目前，崇
州共有民宿450余间，初步形成了以白
头镇、街子古镇、道明镇、元通镇、观胜
镇等区域为代表的民宿集聚发展区。

崇州市文体旅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崇州在发展旅游民宿产业中，注重将文
创、农耕文化、林盘等资源和民宿产业
发展融合，依托林盘资源，充分融入了
文创体验、大地艺术展览、商业会展、研
学旅游、培育孵化等消费业态，同时将
民宿与旅游、体育、农业、康养等产业，
以及乡村振兴和城市更新有机结合，形
成了产业集聚区衍射的强大推力。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杨金祝 秦怡 罗田怡

彭州市桂花镇金城社区的民宿。
受访者供图

竹里民宿夜景。崇州文旅集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