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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度持续上涨

有越来越多的游客喜欢去县域小
城住民宿，体验不一样的生活方式。
美团统计显示，县域旅游兴旺红火，
国庆节假期，桂林阳朔、惠州惠东、
汕头南澳、福州平潭、漳州东山、延
边安图等县域民宿热度高。小猪民宿
数据显示，湖南凤凰、浙江开化、四
川阆中等县域的民宿兼具“烟火气”
和性价比优势，受到游客青睐。

近期，游戏 《黑神话：悟空》 带
火了山西旅游。据小猪民宿统计，山
西民宿订单量同比增长 63.3%，晋城、
隰县、朔州、忻州等古建筑取景地的
民宿热度持续上涨。忻州五台山景区
周边民宿推出抄经、品茶、陶艺制作
等特色体验。

记者从途家民宿了解到，国庆节
假期，县域民宿预订同比增长近五
成，该平台民宿已覆盖 1501 个县域。
县域民宿目前呈现出供需两旺的特
点。途家民宿盘点近一年来县域民宿
的市场规模和增长趋势，福建平潭、
广西阳朔、江西婺源、吉林安图、山
西平遥、河南栾川、云南建水、云南
玉龙、河南中牟和贵州镇宁等县域的
民宿发展居前列。这些民宿或拥有丰
富的旅游资源，或有便捷的交通，或
处于经济圈、经济带，有较好的基础
设施建设。

展现本土生活

调查显示，70% 的县域房东愿意
提供如采摘、捕鱼、挖野菜等特色服
务和体验，80.6% 的县域房东愿意亲
自在民宿里接待客人。

位于浙江丽水吊坛村的“云野听
语”民宿，保留了原汁原味的乡村风
情建筑，修建了读书吧、画室、茶室、
艺术酒吧、艾灸房、艺术家工作室、
乡土作坊、中草药种植区等场所，开
设了具有本地特色的古琴演奏、手工
制茶等教学课程，让入住的游客能亲
身体验当地文化的魅力。此外，依托
山地特色，还增加了农业观光、农事
体验等活动，用应季山货为游客提供
定制化的健康餐饮。古朴与现代、休

闲与养生的结合让这里成为都市人享
受慢生活的向往地。

许多少数民族的房东乐意带游客
体验当地特色文化，为他们提供特色
民族服饰，体验“入乡随服”。游客
穿上土家族服饰，住吊脚楼，当一次
湘西妹子；穿上朝鲜族服饰，在吉林
延边一路美拍打卡。

在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赛里
木湖旁，哈萨克族房东马利亚将传统
民居“毡房”与民宿结合。少数民族
特色体验和绝佳的地理位置吸引了许
多游客，每逢节假日都满房。“我们
有 200 多只羊，30 多头牛，白天组织
游客挤羊奶，还会教游客学骑马。”

马利亚说。
“今年国庆节假期来九寨沟的游

客很多，我们迎来近几年的客流高
峰。以前游客来九寨沟最大痛点就是
交通。现在，随着高铁的贯通和公路
的完善，人们到九寨沟更快捷方便。”
四川省九寨沟县碧家小筑客栈房东小
碧介绍。

在碧家小筑，小碧为游客提供免
费的藏族服装体验，“穿上民族服饰
是最直接感受当地文化的方式。”她
将九寨沟藏族原住民传下的百年木屋
改造成藏韵特色大厅，供游客阅读、
听音乐、品青稞酒……“我们会和游
客一起围炉烤火、喝酥油茶。我之前

做定制游，因此也会为游客推荐一些
旅游路线。”

在云南省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拉
祜族房东扎努的民宿在国庆节假期迎
来满房。今年 4 月，扎努改造自家老
房子，把民族音乐与民宿相结合，开
了一家音乐民宿——拉祜音宿。“拉
祜族是能歌善舞的民族。我喜欢与人
交流，喜欢乡村风光和家乡气候，所
以选择回乡开民宿。”作为房东，扎
努常常带游客一起唱歌跳舞，表演他
创作的 《我在澜沧等你》《快乐拉祜》
等歌曲，并向他们介绍拉祜族的民族
历史和文化。

扎努的民宿很快受到众多游客欢
迎，成为途家平台的“宝藏新房”。
有游客评价：“住在一个拉祜族寨子
里，房东一家唱歌都很好听，我被民
族音乐惊艳到了。”未来，扎努还计
划为游客提供拉祜族服装体验，把自
家民宿生意做得更红火。

助力当地经济

越来越多像扎努一样的少数民族
房东开起了民宿，目前途家平台上的
民宿房东来自 51 个民族。从舟山东极
岛到三亚湾，从喀什塔县到漠河北极
村，房东遍布全国。今年以来，该平
台房东数量增长超五成的县达 138 个。
房东增速最快的县有新疆阿克陶县、
西藏洛扎县、甘肃卓尼县、黑龙江嘉
荫县、海南陵水县。

县域民宿不仅为游客提供了更多
旅游住宿选择，也为当地的经济发展
带来新机遇。民宿产业作为乡村旅游
的新业态，是推动文旅融合和乡村全
面振兴的重要抓手。

各地也很重视民宿发展，“跟着
民宿游陕西”暨乡村旅游产业群现场
推进会日前在陕西柞水举办。近年
来，柞水县将民宿产业作为发展乡村
旅游的切入点、实现价值转化的着力
点、推动乡村振兴的突破点，以“小
民宿”探索乡村发展“大产业”，推
动“美丽生态”转化为“美丽经济”。

“中国红茶之乡”安徽省祁门县
利用优越的自然条件，建成一批精品
民宿，为游客提供丰富的文化体验，
推动当地文旅、茶旅、森旅、康旅融
合发展，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本报电 （记者赵珊） 近日，
由沙特阿拉伯文化旅游局主办的
2024 沙特旅游节（北京）在北京
天坛举办。活动现场设置了沙特
传统手工艺品展示区，精美的银
饰、华丽的地毯、独具特色的陶
器等，让市民和游客近距离欣赏
沙特精湛的传统工艺。同时，为
了让大家更好地了解沙特的旅游
资源，现场大屏幕展示了沙特壮
丽的沙漠风光，百米地屏展示了
红海的独特与绚烂、古老的历史
遗迹以及现代化的城市风貌。开
幕式上，两国艺术家共同带来了
精彩的舞台剧《灯笼传奇》，让观
众沉浸在一个充满奇幻与浪漫的
故事中。

沙特阿拉伯旅游部部长艾哈
迈德在开幕式上表示，沙中两国
均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
化，此次沙特旅游节的举办，将
进一步加强两国在旅游领域的合
作与交流，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
了解和友谊。今后双方将在旅游
推广、文化交流、旅游投资等方
面展开深入合作，共同推动两国
旅游业的繁荣发展。

未来，随着中沙两国之间互
联互通的不断加强，越来越多的
中国游客将有机会走进沙特，领
略其独特的自然风光和丰富的文
化遗产。同时，也将有更多的沙
特游客来到中国，感受中国悠久
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

秋日，漫步邢州古城，青石
古楼、碧瓦朱檐，热闹的街巷、林
立的商铺、涌动的游人……古韵
和活力交织。

邢州古城位于河北省邢台
市。邢台拥有 3500 年建城史，有

“五朝古都、十朝雄郡”之称，被
誉为“燕赵第一城”。去年以来，
邢台大力实施“文化兴市”战略，
启动邢州古城修复，通过保护修
复、设施更新、业态植入、文旅融
合等方式，以“小规模、渐进式”
的保护更新模式，对古官道、北
大街、羊市道、天宁寺等历史文
化街区进行保护修缮，重塑古城
风貌，赓续城市文脉。

走进羊市道历史文化街区，
只见灰墙黛瓦、飞檐翘角、漏窗
镶嵌的古民居颇具特色。清末
民初，这里是知名的皮毛生产加
工 和 购 销 集 散 地 ，商 铺 大 院 林
立。如今，这里尚存 40 余套院
落，已有两座院落完成修缮。

“南长街，北长街，南北长街
通南北。”这条长约两公里的街
道贯穿邢州古城，是邢台古官道
历史文化街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古官道历史文化街区以“北长街
—南长街—东门里街—府前街”
为中轴线，向东西两侧扩展，形
成格局独特的街巷。

修复后的古官道历史文化
街区既有传统风貌又有休闲生
活。清晨，在南长街的油酥火
烧店买两个火烧，到对面的店
来一碗豆腐脑，热腾腾的早餐
下肚，十分熨帖。傍晚，到北
长街品尝一杯咖啡，伴随轻柔
的音乐，感受古城年轻的韵律。

“古建筑和老街区承载着邢
台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见证着
一代代人的成长与城市变迁。”
邢台市襄都区古城开发保护管
理中心负责人徐兴龙说，有了烟
火气息，古城才更有人情味儿。

古城活力迸发，吸引来不
少年轻创业者。得知北长街要
打造时尚现代的文创街区，90
后小夫妻王许超、梁诗雯在北
长街开了第一家咖啡店。王许
超说，政府积极扶持青年创业
者，帮助我们联系彩绘师，精
心设计店门口外墙。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邢
州 古 城 ， 他 们 开 起 了 蔬 果 店 、
美食铺、奶茶店等，为古城增

添新业态、注入新活力。目前，
南北长街经营商户达 160 家，包
含生活起居、特色小吃、休闲
零售等 20多个门类。

据了解，邢台全面梳理邢州
古城及周边关联区域内的行政
办公建筑、学校、工业厂房、仓库
等，释放出空间资源，用于补充
餐饮、住宿、停车、公厕等文旅配
套设施和承载演艺、会议、研学
等文旅新场景的功能区。做好
硬件提升的同时，邢台更注重提
升软实力，充分利用现有历史建
筑和文物资源，挖掘邢州文脉，
塑造文化品牌。古城光影秀、大
型实景剧《瓷都赋》、户外舞台剧

《邢州密宝》……古城历史文化
旅游区里上演着一场场大型演
艺。游客在古今交融间领略邢
州古城新风采。

近 期 ， 清 风 楼 、 北 大 街 、
布袋院、北方大学旧址等网红
打卡地火爆“出圈”，“游太行
泉城、逛邢州古街”已成为中
外游客来邢台的新选择。开元
寺、光明街、南北长街的两侧，
国风灯笼亮起，流光溢彩。今
年以来，每逢节假日，古城的
日均客流量超 10万人次。

城以文兴，以文兴城。据
悉，邢台将继续充分挖掘和利
用丰富的文化资源，以文旅深
度融合绘就高质量发展的底色，
将邢州古城打造成体验邢台文
化的重要目的地。

近期，河南省西峡县老界岭景区
吸引了众多游客。“每天接待客人很
多，真没想到在家门口就能挣钱！”
盘点国庆节假期收入，西峡县太平镇

村民尹小可笑得合不拢嘴，节假日和
周末，他经营的界岭山庄 6 号民宿常
常爆满。

太平镇位于伏牛山世界地质公园

核心区，生态保持良好，森林覆盖率
达 96%，负氧离子含量最高可达 3.6 万
个每立方厘米，素有“中原天然氧
吧”之称。

太平镇近年来围绕建设“生态大
镇、旅游名镇、山区富镇”的目标，
专注绿色发展，大力推进森林康养基
地建设，引进以避暑度假、观光休
闲、文化传承、运动探险、健康疗养
为主的旅游服务配套项目。同时，对
镇域的“山、水、路、房、园”进行
整体规划，引导村民经营农家客栈、
旅 游 商 铺 和 特 色 餐 饮 等 特 色 旅 游
项目。

东坪村村民周春调前些年一直在
外打工，得知家乡旅游火爆，便返乡
经营农家乐。随着客流增加，她发现
普通的农家宾馆已不能满足游客需
求，“以前房间比较多，但是价格低，
设施也一般，经常有游客过来，看看

房间就走了。”意识到转型升级的必
要性，周春调决定发展精品民宿。她
聘请专业团队规划设计，打造山景
房，建起了“花语宿说”民宿。“现
在民宿虽然只有 15 间客房，但是功能
齐全、设施先进、风格多样，深受游
客青睐，收入不降反增。”

“推开窗，迎面就是巍峨的大山，
满眼绿色，云雾缭绕，如同置身仙
境，顿感身心愉悦。”入住“花语宿
说”的游客李女士陶醉地说。

在周春调的带动下，太平镇的精
品民宿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一座座风
格各异的民宿成为山区的亮丽风景。

太平镇依托绿水青山，大力发展
清凉游、避暑游、康养游，让当地村
民 端 上 了 “ 绿 饭 碗 ”， 吃 上 了 “ 生
态饭”。

题图：西峡县老界岭景区游人如
织。                   杨永青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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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民宿成地方文化之窗
本报记者  赵  珊

邢州古城清风楼府前街光影秀吸引了众多游客。    谢  攻摄

青秀山风景区叶子花园内，上
百种叶子花已进入最佳观赏期，各
色叶子花组成的叶子花瀑前，不少
人正拍照留念，据介绍，周末每天
有近 5 万人次入园游玩；南宁园博
园里的粉黛花海、向日葵花海也成
为人们赏秋的好去处。更多的市民
在上下班路上就可欣赏到怡人秋景。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有“绿
城”之称，近日，我慕名前往，体
验那里“半城绿树半城楼”的惬意
生活。

到南宁，邕江不可不看。沿邕
江岸边前行，身旁是成片的绿树和
灿若云霞的异木棉，绿道上不时有
骑行爱好者经过。逛累了，还可以
去滨江公园里坐坐。当地朋友告诉
我，入夜后，邕江两岸流光溢彩，

更是好看。“江畅、水清、岸绿、景美，
‘百里秀美邕江’是我们南宁的一张
名片。”朋友自豪地介绍，带外地友人
来邕江两岸走一走，已成为很多当地
人待客的选项。

“红色”是南宁旅游的另一抹亮
色。我们去的那天正逢周末，邓颖
超纪念馆里，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前来
了解先辈故事，重温历史。南宁市近
现代国防历史文化陈列馆以南宁近
现代兴衰更替的国防历史为主线，通
过实物、图片、资料的组合，配以声、

光等现代科技手段，生动展现发生在
南宁的战争、战斗故事。

南宁还有着丰富的文化底蕴，
在邕州古城·三街两巷历史文化街
区便可见一斑。这里是老南宁文化
最具代表性的区域，包括民生路、
兴宁路和解放路三条街道以及金狮
巷、银狮巷两条古巷道。“青砖黛瓦
马头墙，回廊飞檐花格窗”是这里
建筑风格的鲜明写照。在街巷漫
步，不经意间抬头，可见古老建筑
的一砖一瓦，它们不仅显露出匠人

的智慧，也牵引着我们的思绪穿越
时空。

除了“古意”，还有“新韵”：
广西 （国际） 纸本艺术中心、南宁
市瓯骆汉风陶瓷博物馆、漓江书
院，让人感受艺术之美；传统打金
技艺、糖画、邕剧等，让人感受非
遗之美；酸嘢、马蹄糕等各式特色
小吃，让人品味“舌尖上的广西”。

朋友介绍，沉浸式体验是邕州
古城·三街两巷的一大特色。国风
文化艺术节、邕剧文化艺术周等文
化休闲节庆活动曾在这里举办，国
风汉服展演、邕剧表演、汉服出行
巡游、人民剧院古风互动等吸引众
多年轻游客前来体验“老故事，新
生活”。我想，这也是南宁旅游的魅
力之一吧。

秋游南宁秋游南宁
高  原

游客在湖南张家界水湧金江民宿。                      途家民宿供图

云南澜沧的拉祜音宿里上演民族歌舞。                 途家民宿供图

2024 沙特旅游节（北京）开幕式上的沙特阿尔达舞表演。
                                           主办方供图

与新疆伊犁的维吾尔族民宿房东载歌载

舞，在大理民宿穿上白族服饰品尝云南火塘

宴……在县域住民宿，感受当地生活成为出

游新方式。

目前，能够提供当地特色文化体验的县

域民宿成为文旅产业的新亮点，供给量和预订

量均持续增长。对许多游客而言，县域民宿本

身就是旅游目的地，是了解当地文化的窗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