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鹰城民宿

▶在郏县广阔天地乡一鸣书居一楼的书屋里，来自上海的刘小
红和女儿李玥茗一同阅读 本报记者 李英平 摄

▶游客在汝州市
焦村镇魏沟村写生
本报记者 魏森元 摄

◀鲁山县团城乡花园
沟村清水山居民宿

本报记者 王春霞 摄

▲汝州市陵头镇段子
铺村王湾自然村土坯房

本报记者 魏森元 摄

民宿发展不仅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也是留住乡愁、传承文化基因、
延续历史文脉的有效载体。乡村民宿是利用老民居、老学校、老厂房等闲
置资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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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民宿大市场、大产业、大联动，已成为驱动社会经济发展乡村振兴的持续
动力。

我市民宿发展在充分尊重原住民、用好原住房、原生态的基础上，努力
寻求“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最佳结合点，有效推进了文化生态资源向
旅游经济转变，使乡村的资源沃土转化成为了文旅发展的热土、近悦远来
的乐土。

▲鲁山县尧山镇吾乡问素民
宿设计精美的院落

本报记者 王春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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