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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滨正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小桥、流
水 、 人 家 ， 漫 游 、 赏 景 、 品
茶”……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战
略的实施和人们消费观念的转型，
民宿成为旅游经济的新业态。众多
主题鲜明、特色各异的“山水型”

“海岛型”“田园型”“康养型”民
宿脱颖而出，成了远近闻名的“网
红打卡点”。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属于自
己的诗意田园”。乡村民宿，立足
农村，扎根乡土，契合了现代人远
离喧嚣、亲近自然、寻味乡愁的美
好向往和追求。民宿经济的加速发
展，不仅丰富了人们的出游选择，
带来了节假日“一房难求”的火爆
场景，更为重要的是，为推动共同
富裕先行提供了新的入口。

助推乡村环境的整体提升。一
家好的民宿，必定依托于一个好的
环境。有些乡村本就山水相间、田
园环绕、景色宜人，随着民宿经济
集群化发展，村庄的颜值获得了新
的加持。民宿周边，道路、停车场

等配套设施不断完善。有些搞得好
的地方，还注重村庄整体风貌的塑
造。游客途经之处，不乏设计精美
的小品和景观，农村常见的石磨、
水缸、风车等老物件也派上了用
场，民俗民风有了呈现的鲜活载
体。伴随乡村品质的提升和人文内
涵的挖掘，环境增值效应日益凸
显，为“绿水青山”转化为更多的

“金山银山”创造了条件。
促进农村资源的集约利用。近

些年，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成功吸
引大批农民转变为市民。与此同
时，农村人口的梯度转移，导致不
少传统村落出现“空心化”现象。
有的边远山村，留在当地的多是一
些老年人。如何让闲置的农房创造
价值、产生效益？民宿经济的发
展，为这些农房身价的“逆袭”找
到了很好的出路。如宁海县的前童
古镇，当地政府撬动民间资本，在
遵守保护规划的前提下改造老宅，
寓开发于保护，目前已打造各类民
宿 38 家，使原本有些荒废的古建
筑迸发出新的活力。其他地方，亦
不乏这样的范本。

带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择

业。在就业“内卷”压力加剧的社
会背景下，一些科班毕业的大学生
想找份心仪的工作也难免费尽心
力，而农村剩余劳力，不少是“40
后”“50 后”人员，就业竞争力明
显不足。民宿经济刚好为这些人提
供了就近上岗的平台。有条件的，
可以自己开店当老板。条件不具备
的，可从事旅游接待、客房管理和
餐饮服务等工作，大凡有点规模的
民宿，就需要这方面的人手。这些
岗位的就业时间往往相对灵活，从
业者在获取一份稳定收入的同时，
还能兼顾家庭日常，可谓两全其美。

拉动农产品的销售和增值。如
何把农副产品转化为现金收入，是
农民增收的关键一环。过去，有些地
方的农产品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出路
和销售渠道，“好东西”却卖不上好
价钱，有的甚至只能烂在地里。民宿
经济发展后，土特产成了“香饽饽”。
农户人家的寻常物，如土豆、玉米、
番薯、芋艿、毛笋和一些时令果蔬
等，有的直接从田头上到了游客的
餐桌，有的则成了“驴友”们返程时
的伴手礼。农产品搭上旅游消费的
快车，产品增值，销路拓展，让不少

农户尝到了甜头。
加速农耕文明与城市文明的融

合。传统的乡村，是以农耕文明为
主体的社会，与现代城市文明之间
有着不小的差异。建设社会主义新
农村，实现城乡居民共同富裕，文
明的融合、互鉴也是题中应有之
义。民宿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城乡
居民互动交流，为城乡文明的互相
渗透、交融提供了切入点，有助于
推动乡村社会文化治理的现代转型。

民宿经济是践行“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实现共同富裕先行
的重要战略支点，潜力无限，前景
广阔。有条件的地方，应当顺势
而 为 、 乘 势 而 上 ， 通 过 政 策 引
领、示范带动和品质提升，引导
民宿经济向规模化、集聚化、特
色化方向发展，使其在推动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农村增美的过程中发
挥更大作用。

让更多“民宿经济”成为“民富经济”

苑广阔

山东泰山、安徽黄山、江西庐
山 、 湖 北 武 当 山 ……2023 年 以
来，全国多地名山景区纷纷推出免
门票或相关优惠政策吸引游客。业
内专家认为，旅游业正从景区时代
进入全域旅游时代，景区要多元化
发展，摆脱“门票依赖”。同时，
减免门票不能降低服务质量，这样
才能让“流量”变为“留量”（4
月 12 日 《楚天都市报》）。

尽管包括山东泰山、安徽黄
山、江西庐山、湖北武当山在内的
名山大川，其推出的免门票或优惠
政策，是有时间限制或者是有条件

限制的，但是越来越多的景区加入
免票或优惠行列，以及免票或优
惠的时间越来越长，无疑从一个
侧面证明：国内旅游业正从原来
的 景 区 时 代 ， 进 入 全 域 旅 游 时
代 ， 景 区 必 须 适 应 新 的 旅 游 形
势，坚持多元化发展的道路，逐
步摆脱“门票依赖”。

在旅游景区时代，游客出门旅
游，主要的目的地就是某个景区，
除了这个景区，其他都是陪衬。在
这种情况下，门票就是景区最为主
要的收入来源，也是地方财政收入
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进入全域旅
游时代，景区的地位在游客旅游选
择中的重要性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

降，如果景区门票太贵，游客觉得
不划算，那么很多游客就可能“过
景区而不入”，选择到景区周边休
闲度假旅游。

这个时候，不管是主动还是被
动，景区都需要逐步摆脱“门票依
赖”，走多元化发展之路，也就是
通过更多元化的旅游产品，来促进
游客的旅游消费，而不是仅仅通过
卖门票获得收入。这实际上是一种
双赢，游客因为门票降低或免费而
愿意走进景区，景区也因此迎来了
更多的客流。当更多的游客在景区
免票或优惠政策下来到景区景点，
势必能够更多地为当地住宿、餐
饮、交通、娱乐等作贡献，从而把

地方旅游经济做大做强。
面对景区免票潮，我们当然是

欢迎的。但同时也要注意到，免门
票对景区的运营管理能力也是一个
考验，不能因为景区免票或优惠
了，就降低了服务品质，影响了
游客的旅游体验，否则就得不偿
失。所以，景区应完善预约制、采
取限流举措、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
安全保障工作，在免票或优惠的同
时，不降低服务品质，甚至优化旅
游体验。

国内旅游业从传统的景区时代
到现在的全域旅游时代，是旅游业
发展的必然趋势，符合广大游客的
利益，符合国内旅游业的长远发
展。我们希望全国更多景区及地方
政府，能够转变观念，采取措施，
在丰富旅游产品、不降低旅游服务
品质的前提下，逐步摆脱“门票依
赖”，吸引更多游客。

景区免票潮来得更猛烈一些吧

冯源 段菁菁

近日有媒体在暗访中发现，杭
州西湖手划船存在宰客现象，标准
收费是 150元一小时，而实际时间
缩水约一半。这种欺诈行为实在与
西湖一派良辰美景不相宜。

对此，杭州市西湖水域管理处
取消了 3名涉事船工的西湖水域从
业资格，表示要加强对经营企业的
监管力度，加强从业人员职业道德
和文明经营的教育培训。同时，管
理部门还将开展专项整治，加大查
处力度，建立长效机制，完善社会
监督机制。杭州市有关部门第一时
间处理直接责任人实属必要，对此
开展专项整治也是本分。

旅游业复苏给经济发展注入动
力。在这个关键节点，要警惕一些
旅游从业者萌发“宰客冲动”。旅
游从业者不能抱有“三年不开张，
开张吃三年”的想法。在全国各地
正在努力提振消费信心的当下，这
样的想法和做法只会给游客挖坑添
堵，对于文旅业健康长远发展毫无
益处。同时，行业主管部门也不能

对这样的想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因为一些地方有过前车之鉴——千
辛万苦构建起的“好客”美誉，一
旦被“宰客”现象破坏，就会轰然
坍塌，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缓过
劲来。

回顾以往，“划船宰客”也是
老毛病了。早在 10 年前，就有媒
体披露过西湖手划船漫天要价的情
况。虽经治理，“划船宰客”的现
象并未绝迹。直至今日，又再度成
为网络热点，着实令西子蒙羞。

这就说明，要治理“划船宰
客”的顽疾，要抑制旅游服务提供
方的“宰客冲动”，需要建立长效
机制。而要建立长效机制，就要堵
疏结合，对于违约失信行为，要坚
决依法打击；对于服务流程，可借
助数字化手段加强全程监管，依靠
广大游客进行全面监督。更重要的
是，有关部门要分析滋生“划船宰
客”的行业环境，警惕“宰客冲
动”成为业内的集体潜意识，通过
依法行政和市场调节双管齐下，促
进行业优胜劣汰，让“宰客冲动”
在业内没有市场。

别叫“划船宰客”
干扰旅游业复苏

漫画角 阴阳菜单 王怀申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