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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篷船，听雨眠，一
蓑烟雨枕江南”……这是
坐落在国家4A级景区、
国家森林公园九峰山风
景区内的乌蓬雅居船屋
民宿带来的美妙体验。
该民宿由10栋江南水乡乌
篷船造型的轻奢客房以及
餐厅、服务中心、游船以及
停车场组成，开业后成为深
受市场追捧的热门民宿。

九峰山风景区营销
总监张运峰表示，《意见》
总结提炼近年来各地在
发展乡村民宿方面积累
的有益经验和做法，进一
步加强引导、放宽准入、
完善政策、优化环境，有
利于深化旅游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有利于巩固脱贫
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战略。九峰山风景区将
一如既往地坚持高标准配
置，坚持高品质服务，为我
市全域旅游发展赋能，为
乡村振兴事业赋能。

汝州市文化广电和

旅游局党组书记张志强
说，《意见》指明了乡村民
宿的发展目标和道路，为
各部门齐抓共管、共同推
动民宿发展提供了政策
依据。近几年，汝州市以
乡村民宿为抓手，着力发
展乡村旅游，助推乡村振
兴，目前已拥有五星级民
宿一家（云堡妙境）、四星
级民宿一家（九峰山乌篷
雅居船屋），还有其他一
些民宿，可以适应不同层
次游客的需求。

张志强表示，下一
步，汝州市将会以《意见》
为指导，鼓励多元投资经
营主体参与乡村民宿建
设，营造优商厚商环境；
加大人才培训力度和返
乡创业扶持力度，出台汝
州市发展乡村民宿的奖
补措施；联合各有关部门
为民宿发展提供更有力的
支持和保障，推动乡村民
宿工作再上新台阶，助推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为推动民宿发展提供了政策依据

促进乡村民宿高质量发展
政策文件对我市影响几何？

看看主管部门及业内人士怎么说

□本报记者 田秀忠 实习生 刘梓萌

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公安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等十部门印发《关于促进乡村民宿高
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是近年来国家层面出台的首个乡村民宿领域宏观性、指
导性政策文件。它对我市乡村民宿的发展有何影响？7月25日，记者采访了主管部门及业内人士。

《意见》提出，到 2025
年，初步形成布局合理、规模
适度、内涵丰富、特色鲜明、
服务优质的乡村民宿发展格
局，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
需求的平衡态势更为明显，
更好地满足多层次、个性化、
品质化的大众旅游消费需
求，乡村民宿产品和服务质
量、发展效益、带动作用全面
提升，成为旅游业高质量发
展和助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的标志性产品。

《意见》规划了“完善规
划布局，优化资源开发”“丰
富文化内涵，加强产品建设”

“引导规范发展，加强品牌引
领”“创新经营模式，带动增
收致富”“加强宣传推广，引
导合理消费”等 5项重点任
务，提出了提高乡村民宿的
通达性、便捷度和舒适感；合
理利用自然环境、人文景观、
历史文化、文物建筑等资源，
突出乡村民宿特色；推进实
施旅游民宿国家、行业相关
标准，培育一批乡村等级旅
游民宿；积极吸引农户、村集
体经济组织、合作社、企业、
能人创客等多元投资经营主
体参与乡村民宿建设；将乡
村民宿纳入文化和旅游消费
惠民、会展节庆活动内容范
围等具体措施。

《意见》还提出，乡镇国
土空间规划和村庄规划中可
预留不超过5%的建设用地
机动指标，用于发展乡村旅
游等必须在村庄建设边界外
进行的少量配套设施建设。

《意见》明确，对乡村民
宿投资建设、改造升级可给
予资金补贴或提供贴息贷
款，对评定等级的乡村民宿
可给予资金奖励，返乡进行
民宿开发创业的人员可按规
定享受相关税收优惠政策。

促进乡村民宿
高质量发展

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资源
开发科科长赵振芳称，我市民宿
行业起步晚、发展快，目前已运
营及在建民宿项目均属于乡村
民宿范畴。2019年，鲁山、汝州、
宝丰、郏县、叶县、舞钢等地陆续
开始尝试引进优质民宿品牌，至
今已有数十个知名民宿品牌在
平顶山落地。民宿发展对于提
升乡村人居环境、带动群众就业
增收、拉动乡村经济增长具有显
著效果，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
要抓手，也是当前我市“文旅康养
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民宿发展步入快车道，
我市乡村民宿业在经营中也面
临着各种突出问题，一是尚未形

成集聚效应，推
动力不足，

民宿规模小而分散，且多数民宿
依托现有居民点，基础设施条件
较差。虽然通往景区道路沿线、
部分景观资源较好的村落均有
民宿分布，但没有成规模、高品
质、特色突出的民宿集群。二是
对地方文化内涵挖掘不够，缺乏
以独具特色的乡村民俗文化为
灵魂的人文旅游，民宿的体验性
与互动性不强，无法满足城市人
的精神需求。三是缺乏规范经
营，我市民宿多为当地居民经
营，专业培训较少，服务意识淡
薄，不能给客人良好的住宿体
验。四是政策支持力度不足，缺
乏有效的激励机制。

赵振芳说，此次文旅部等十
部门印发的《意见》指出，鼓励用
自有房屋自主经营、加大人才返
乡创业扶持力度，能够积极调动
农民群众、返乡创业人才参与到
乡村民宿发展中来。未来，随着
乡村振兴的不断推进以及乡村
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我市也将积
极出台对民宿发展的扶持办法，加
强民宿从业人员专业培训，提高民
宿发展质量，建成一批有特色有
风情的民宿品牌，为民宿行业营
造积极宽松的发展环境，引导民
宿业全面提升品质，走向成熟。

引导民宿业全面提升品质走向成熟

位于汝州市大峪镇
的云堡妙境民宿是由河
南中旅集团投资2.7亿元
开发的。该民宿以袁窑
村清末修建的万安西寨
为基础，通过保护性开
发，打造集民宿旅居、山
地观光、生态康养、农事
游赏、户外运动、野营休
闲、摄影写生等于一体的
高端民宿体验式旅游目
的地。

该民宿项目负责人
孙锐光表示，近年来，乡
村民宿逐渐成为创业热
点，数量不断增多、规模
不断壮大、质量不断提
升，在促进乡村振兴、满
足游客消费需求等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
同时，乡村民宿普遍存

在优质产品供给不足、
文化内涵挖掘不够、发
展定位不清晰、特色不
鲜明的问题，有的甚至
一味追求奢侈、价格畸
高，偏离了乡村民宿发
展的初衷。一些地方存
在着证照审批流程不
畅、部门管理协调机制
不完善等问题，制约了
乡村民宿的健康可持续
发展。

孙锐光说，《意见》
着眼统筹现有政策、创
新服务举措，指导各地
相关部门协调联动，从
用地用房、资金支持、金
融创新、人才培训等方
面加强政策落实，为乡
村民宿高质量发展营造
良好环境。

为乡村民宿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位于鲁山县尧山镇
上坪村的那年那夕民宿
紧邻龙潭峡、想马河景
区。得益于鲁山县尧山
镇丰富的旅游资源以及
该县大力发展民宿经济
促进乡村振兴的东风，
前来这里游玩住宿的游
客络绎不绝。

该民宿负责人窦越
阳表示，看了《意见》，她
深受鼓舞，倍感振奋。

《意见》对民宿的发展将
起到挖掘引领作用，将
对众多民宿从业者以
及当地百姓增收致富
起 到 积 极 带 动 作 用 。
《意见》中，优化证照办
理、完善支持政策、保
障用地用房等一系列
便民利民措施的出台，
为乡村民宿的发展提供
了后勤保障和便捷服
务。

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那年那夕民宿

乌蓬雅居船屋民宿

云堡妙境民宿

均为本报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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