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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家在政策上鼓励民宿住宅产业发展,乡村民宿建筑迎来了飞速的发展,作为农家乐的升级版本,发展乡村民宿建筑

建设逐步成为乡村旅游升级、美丽乡村建设、旅游扶贫的重要抓手,在引导返乡就业、城市资本下乡、提升乡村环境质量等

方面起着积极作用,对促进城乡互动、农村治理方面具有深远意义。为此,应客观认知秀山民宿发展的特点与规律,积极探索一

条“民宿共建、产业共融、利益共享、多方共赢”的乡村振兴新路子。 

[关键词] 乡村民宿建筑；民宿建筑布局规划；民族建筑 

 

1 巧借东风,正视秀山乡村民宿建筑发展机遇 

1.1“三级联动”助推民宿建筑产业发展 

自 2017 年 10 月国家旅游局实施旅游民宿首个“国标”

以来,明确了旅游民宿为“利用当地闲置资源,民宿主人参与

接待,为游客提供体验当地自然、文化与生产方式的小型住

宿设施”,并从评价原则、基本要求、管理规范及等级划分

条件等方面,对民宿行业发展给出了指导性意见。“国标”出

台的背后,是旅游民宿的快速发展。在部分旅游城市或客栈

聚集区,旅游民宿的入住率,甚至已超过传统酒店,成为旅游

业的新宠。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完善农民闲置宅基地

和闲置农房政策,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

权分置”。乡村民宿发展制度红利开始释放。同年市委、市

政府出台《关于加快全域旅游发展的意见》,鼓励积极发展

休闲农庄、乡村民宿等多种业态的旅游产品,丰富全域旅游

产品。2018 年 6 月,秀山县委、县政府出台《关于加快全域

旅游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优化旅游饭店结构,引导社会资

本投资民宿客栈及度假村等,秀山乡村民宿行业迎来“三级

联动”发展新机遇。 

1.2“新视角”让民院老宅丰富民宿元素 

调研中发现,秀山县内清溪场镇大寨村、洪安镇猛董村

大沟组、钟灵镇凯保村陈家坝、海洋乡岩院村等传统村落仍

保持着原生态风貌,民居风格以极具特色的土家吊脚楼和苗

寨木屋为主。这些村落周围环境优美、空气清新,高山、梯

田、竹林、湖泊既可以让游客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

愁,同时经过开发提炼民宿“硬件”,也可以为游客提供休闲、

度假、养生、运动、观光等旅游项目。尤其是具有一定特色

并保留着历史生活气息的老房子,适实加入茶舍、咖啡馆、

书吧、酒吧等元素,让其得到保护利用的同时,也可为房屋业

主带来增值获益。 

1.3 打造“乡村智能民宿”助力乡村振兴 

2018 年全国乡村旅游达 30 亿人次,营业收入达 8000 亿

元,旅游成为扶贫和富民新渠道。《重庆民宿地图》显示,各

种精品民宿主要分布在主城周边,包括秀山在内的渝东南区

域具有大量开发的空间。开发利用好乡村民宿产业,不仅可

以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引导本土人才创业、就业,增加循环消

费、拉动地方经济发展,更可以改善农村面貌,进而推进美丽

乡村建设、乡村产业创新,既让怀着乡愁的高知群体找到用

武之地,又满足当代人期盼乡村复兴的愿景。 

2 正视优劣势,找准民宿产业发力点 

2.1 规划滞后制约乡村民宿建筑整体发展 

鉴于秀山乡村民宿起步晚,且缺乏整体布局和专业设计

等要素制约,加之建筑形式较为单一和功能趋于单调等现状,

秀山民宿仍处于运营随意性大,整体品质不高阶段。同时,

在开发布局上缺乏前瞻性、整体性的规划引导,处于景区景

点附近已在运营中的农家乐或接待户,已出现破坏乡村原始

风貌和人文自然环境、千村一面等问题,欠科学规划的无序

开发必定难以形成旅游度假区域的品牌效应,从而长久制约

秀山乡村民宿产业的综合发展。 

2.2 基础设施建设仍是不容忽视的薄弱环节 

秀山乡村民宿发展起点较低,乡村旅游要素缺乏且资源

配套设施较为简陋,已建成的农家乐及乡村旅游接待户中,

能满足民宿标准的屈指可数,整体档次不高,资源配套和游

客需求不成正比。部分村庄道路虽有硬化,但与“美丽乡村”

建设要求仍存在较大差距,停车场、旅游厕所、WiFi 无法覆

盖且网络不畅,指路标识不明晰,订单自动化系统等配套设

施缺乏等综合问题,直接影响本地乡村民宿产业的发展。 

2.3 没有文化支撑的民宿产业一定缺少“人情味” 

现阶段重庆主城区民宿遍地开花,但民宿装修风格花样

百出,住宿品质参差不齐。地处三省交界处的秀山,大部分乡

村民宿还处于较为粗放的自发式发展,除了建筑物外观上具

有土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建筑元素以外,其它少数民族农

家生活、民俗习惯等文化内涵元素的体现少之又少,同时在

商业效应驱动下,少数已开展民宿服务的乡镇,在建筑街市

打造上,农家乐等内部装修、功能设计上“千人一面”同质

化严重。同时,因为民宿所经营的是小众市场,要求经营者要

有自己坚持的突出个性的营业方向,进而实现差异化发展。 

2.4 突破市场意识落后和经营服务滞后的“硬伤” 

秀山民宿由于缺少专业的策划、运营、管理人才,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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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者仅关注硬件投入,对服务质量方面意识较差,因此已

出现盲目投入、资源浪费、经营不善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制

约了秀山乡村民宿整体发展。目前,已投入使用的民宿管理

者多数为当地村民,服务意识不强且未受过旅游营销、酒店

管理、接待服务等专业培训,民宿整体水平上普遍存在缺乏

特色创新、服务管理、经营动作等问题。 

3 因地制宜,出良方见实效做强民宿产业 

3.1 科学论证制订秀山民宿建筑布局规划 

客观评估乡村民宿发展的合适地区和集聚点,科学规划

并配置相关的公共设施与服务,杜绝遍地开花,避免造成资

源浪费与环境破坏。尊重当地人文自然环境,充分论证产业

布局、土地利用、生态保护等综合指标,形成目标明确、定

位科学、布局合理、特色鲜明的秀山民宿规划。创新民居资

源的保留性改造,对于古镇和特色村寨周边民宿,要在保护

传统建筑、弘扬历史文化的基础上,让游客体验到具有当地

文化特色且多样化的民宿生活等。融入地域山水特色,充分

挖掘历史遗迹、风土人情、风俗习惯等人文元素；同时,依

托民族村和土王庙等特色景区,融合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和历

史元素,进而满足多层次的民宿需求。 

3.2 在保护资源的前提下完善基础设施配套建设 

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

文明发展理念为指引,科学发展民宿产业的同时,要加强资

源生态保护,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有计划有步骤地

修复被破坏的山体、河流确保秀山民宿要“望得见山,看得

见水,记得住乡愁”；乡镇街道要通过开展洁化、绿化、亮化、

美化等综合治理,加大对民宿周边环境的整治力度,扎实推

进“旅游厕所革命”和公共设施提档升级,不断提高电力、

供水、污水、燃气、垃圾处置等配套设施改造升级；进一步

完善“内畅外联”的旅游交通体系和乡村旅游发展的集散咨

询智能信息化体系,补充完善停车场、标识系统等配套设施,

积极推进所建成民宿实现网络和免费 WiFi 全覆盖,努力实

现涉旅数据信息达到互联互通、共享共用。 

3.3 用发展的眼光,提炼提升民宿的文化内涵 

换位思考,从游客“重个性、慢生活、深体验”角度“自

摸家底”,进而加大对秀山花灯、民歌、书法、农耕等民族、

民俗、民间文化的整理和提炼、保护与开发力度；探索培育

民宿特色经营,开发秀山乡土文化品牌。比如：洪安边城可

以围绕“边城不边”、“红色小镇”等主题文化打造乡村民宿

客栈；清溪大寨可以结合土家民俗文化,打造乡村农事和节

庆主题民宿,梅江民族村则以四季为线索打造“春之谷雨”

“夏之芒种”“秋之白露”“冬之小雪”等特色乡村民宿；峨

溶、钟灵、隘口、兴隆坳农业园区可依托现有茶叶基地,开

展融入茶文化,可进入性的观光茶园,围绕山客茶舍打造乡

村民宿,将游客置身满山翠绿间；另外还可以围绕农耕文化、

巫傩文化、土家的酒文化、古寨传说以及哭嫁歌、打闹台等

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打造特色乡村民宿,让秀山民俗文化

在提炼保护的基础上,成为吸引游客来秀体验民宿的“噱头”,

又可以通过民宿产业把极具特色的秀山民俗、民族乡村文化

展示推广。 

3.4 高标准严要求,培育秀山民宿“新农人” 

综合游客需要体系,给合乡村特色民宿“吃、住、行、

游、购、娱、养”功能,通过引进来和走出去等学习方式,

针对性地开展乡村导游、乡村厨师、乡村管家等“新农人”

系列培训,以此来推进秀山乡村民宿服务水平的整体提升,

树好友善好客的旅游服务形象；同时,加快建立完善城乡人

才交流和政策激励机制,引导本土人才参与乡村民宿的创业

投资,让“新农人”和“农创客”成为乡村振兴的生力军；

探索经营新模式,鼓励城市精英型投资者、都市白领、文艺

青年、乡贤、媒体人、设计师参与秀山乡村特色民宿建设和

经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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