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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各地旅游业的迅猛发展，民宿已然成
为游客新宠。尤其当下短途游、周边游方兴未艾，民宿
迎来发展大好机遇。

眼下，高速增长的游客量与旅游接待能力不足之
间的矛盾，是制约平潭文旅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短板。据
统计，全区住宿接待床位数仅 1 万多张，旺季供给不
足、淡季供给过剩，还存在民宿同质化严重、服务水平
整体不高等问题。

及时化解上述难题，关键在于优化供给，做好品质
文章。如何延长游客的停留时间、增加游客的消费场
景，是努力的方向和重点。唯有品质过硬、口碑一流的
民宿，才能被消费者认可，为市场所接受。

去年，文化和旅游部等 10 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
进乡村民宿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了乡村民宿
高质量发展的总体目标。

纲举而目张。一方面，可出台微观的旅游民宿评价
标准，指导当地民宿从业者对标打造。另一方面，应引
导更多民宿向品质化、特色化的方向发展。

今年 4月 18日，福建省文旅经济发展大会召开，吹
响了做大做强做优文旅经济的集结号。以此为契机，在
做大做强民宿的同时，平潭可考虑做特做优民宿，比如
打造具有闽台特色的民宿村，精心培育旅游产品，推进
闽台乡建乡创与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等等。

品质化、多元化的民宿，是旅游消费升级的大方向。
必须坚持以游客的满意指数、幸福指数为目标，着力完善
基础设施，持续优化供给，打造一批精品民宿集群，制定
旅行业服务标准，强化市场管理，维护游客权益，全方位
提升文旅服务水平。

多在品质上下功夫
□本报记者 程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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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幕降临，“枕海入眠”民宿内上演灯光秀。 (资料图片)

乘着全域旅游的东风，平潭特色石厝民宿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随之，困境也相伴相生。为此，
当地主动出击，着力破解，推动民宿业提档升级、扬帆远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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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思想学思想 强党性强党性 重实践重实践 建新功建新功
——党报记者八闽调研行党报记者八闽调研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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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石头会唱歌”艺术聚落小院，游客在敲打“会唱歌”的
石头。 本报通讯员 林映树 摄

初夏时节，漫步平潭乡村，草木葱茏，
一栋栋青墙黛瓦的石头厝错落有致，目之
所及皆是美景。前来这里住宿避暑的游客
三五成群，相比城市喧嚣，这座海岛仿佛是
一方乐土。

乘着全域旅游的东风，平潭做活、做大石
头文章，推动民宿产业特色化发展，特色石厝
民宿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打造出一个个多姿多
彩的“诗和远方”。仅去年，平潭民宿产业实现
总收入7997.9万元，比上年增长69.7%。

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盛况之下，备
受资本青睐的民宿业野蛮生长，大量乡村民
宿曾长期游离在“三无管”的灰色地带。没有
规矩不成方圆，如何为民宿业制定好“盟约
规范”，保障其扬帆远航？

对此，平潭找到了解决之道，推动民宿
业发展不断优化完善——

统筹规范统筹规范，，巧解开业难巧解开业难

平潭四面环海，坐拥山、海、石、田等自
然风光，旅游资源得天独厚。可惜的是，受一
些因素影响，这些宝藏资源曾一度养在深闺
无人识。

2016 年 8 月 8 日，国务院批复《平潭国
际旅游岛建设方案》，平潭旅游发展步入新
纪元。紧抓机遇，平潭在城市功能完善、生态
环境保护、旅游业态提升等方面下足功夫，
发力全域旅游。

坐落在君山东麓的北港村，率先开启一
场石头活化的实验。2016 年起，该村积极引
入两岸文创团队，将闲置的石头民居改造成
一栋栋特色民宿，打造集文化创作、民宿体
验、休闲旅游为一体的主题村落，摇身一变
成 为 年 接 待 游 客 量 超 50 万 人 次 的“ 文 创
村”。“今年在文旅复苏的势头下，这一数字
有望突破 70 万。”北港村党支部书记陈松柏
兴奋地告诉记者。

不只是北港，民宿业点燃了平潭乡村旅
游一把火，把海岛沉睡资源转化为旅游经
济，吸引投资者、游客纷至沓来。

随着客流量日益增长，催生出庞大的住
宿消费需求。住石厝、赏山水，成为越来越多
人来岚休闲度假的不二之选。很快，“石头会
唱歌”艺术聚落、寨顶人家等品质民宿接连
涌现。

热闹之余，也暴露出不少亟待解决的问
题。“民宿经济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公安、
审批、消防、旅游、交建、资源生态、市场监督
等 10 个部门，从业者往往需要根据服务内
容，提交卫生许可证、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
等多种证照方可合法经营，十分耗时费力。”
平潭旅游行业协会秘书长林万隆说，“不仅
如此，作为一种新兴产业，在很长一段时间
内，民宿业缺乏市场准入标准和行业发展统
一规范，在发展规划、安全管理等方面受到
较大影响。”

这致使不少从业者持观望态度：一方面担
心民宿建好了，却因为无法办理一套完整的证
照，不能合法合规开展经营活动；另一方面，又
对长期经营缺少信心，不敢加大投入、新增业
态，只好在租赁期内上演“拖”字诀。

2017年 10月 1日，国家旅游局出台《旅游
民宿基本要求与评价》，首次对民宿进行定义。
翌年，平潭实施《旅游民宿管理办法》，标志着
平潭民宿业步入规范化管理轨道。该办法出台
后，平潭又将民宿管理审批许可制改为备案
制，明确旅游民宿办证程序，并对民宿消防安

全、卫生等进行统一规范。
此后，平潭又相继出台《乡村旅游与民

宿发展规划》《乡村民宿经营备案流程图》等
相关管理办法，对民宿性质、规模、经营等方
面进行进一步标准界定，实现平潭民宿开办
与经营有法可依。

“完成备案后，我们会在民宿的营业执
照上加盖备案二维码，游客只需轻轻一扫，
便可查看备案信息，此举倒逼民宿优化服
务，完善安全制度，助力民宿管理跨入智慧
时代。”平潭综合实验区行政审批局民生服
务与资格资质管理处负责人杨萍说。

一系列举措之下，平潭乡村民宿得以正
式挂证经营，告别了“开张容易开业难”的历
史。这令不少从业者感慨，有了护身符傍身，
终于可以甩开膀子干了。

重塑流程重塑流程，，审批加速度审批加速度

“这里开门即可见海，吹着海风、喝着饮
料，再惬意不过了！”5月 24日，在君山片区磹
水村排塘兜，重庆游客刘克兰入住“等风来·
客落君山”精品民宿后，忍不住在朋友圈发了
一段短视频，很快就获得不少亲友点赞。

这是一家主打滨海元素的三层民宿，共有
13间以“风”为主题的客房，是远近闻名的网红
打卡点。“咱们民宿毗邻长江澳风车田，地理位
置十分优越，住客可将绝美海景尽收眼底，尽
享海岛慢生活。”民宿掌柜李建仁说。

李建仁是地地道道的平潭人，长年在外
务工发展。2018 年底，因看中家乡发展前
景，他在磹水村租下一栋石头厝，准备在民
宿业大展拳脚。翌年，民宿建好后，他却在进
行备案时碰了壁。“在改造过程中，我们采用
仿石材料对外立面进行修缮，不料最终效果
竟和原先的石头厝外观相去甚远。”

这一点并不符合当时的相关规定。根据
2019 年 3 月平潭出台的《石头厝保护专项规
划》，石头厝改造需要在保护原有石头厝风
貌的基础上，才能对建筑内部进行更新，以
达到统一环境风貌的目的。“当时没能通过
现场核验，只能回炉重造。”李建仁的语气有
些无奈。

于是，李建仁又购置了质感细腻、纹理
精致的文化石材料，并聘请工匠采用手工贴
片的方式对一楼外墙进行二次修缮，方才顺
利通过备案。“前前后后超过一年时间，花了
团队极大的心思与精力。”

实际上，李建仁所遭遇的尴尬并非孤
例。在办理民宿合规证件的过程中，曾有许
多从业者面临审批周期长的窘境，甚少有人

“一步到位、一次办好”。
原来，最初平潭民宿业许可证办理流程较

为烦琐，需经历申请、设计改造、验收、备案4个
阶段。“在民宿设计改造的过程中，倘若没有保
留石头厝原有风貌，就无法通过审核，还需二
次施工，如此一来，无形之中拉长了审批战
线。”杨萍说，由于很多从业者是采取租赁的方
式经营民宿，在此期间有可能面临房主涨价等
问题，给经营造成不小困难。

改变，始于一场审批流程改革。
2021 年初，平潭印发《乡村民宿管理办

法》，在全省首创民宿经营“一企一证”承诺
备案制，通过重塑审批流程的方式，将一个
行业、多张许可证件合并为一个经营备案
码。同时，将原流程压缩至申请、承诺备案两
个阶段，至多 7 个工作日就可领取相关证
照，为民宿产业发展“开窗”“清障”。

杨萍告诉记者，该举措的亮点在于，让
“信用承诺”代替“一纸证明”，为业主节省了

大量时间、经济成本，成为破解民宿备案周
期长、审批慢的密钥。

去年初，平潭又上线乡村民宿经营备案
登记系统，依托“闽政通”App，将线下窗口
服务拓展至线上平台，实现民宿从业者足不
出户开办民宿、民宿备案登记不见面审批、
民宿从业者一趟不用跑。

得益于此，民宿备案工作的审批流程进
一步简化。截至目前，共受理网上申请 145
件，网办率达 96%。

就在今年 2 月，李建仁又租下隔壁一栋
石头厝，将其改造为主打家庭客群的民宿。
今年“五一”小长假前，该民宿正式对外营
业，房源很快便被预订一空。

开业前，李建仁按惯例准备对新民宿进
行备案登记。让他惊喜的是，这次他在“闽政
通”App 上填写设计方案，并提交改造前后
对比图等材料后，不到 7 天就完成了备案，
较之前提速 95%以上。“材料合不合规，在手
机上一目了然，再也不用在部门之间往来奔
波，便捷又高效。”李建仁高兴地说，“平潭民
宿的春天来了！”

眼下，平潭民宿经营“一企一证”承诺备
案制正在全省范围内复制推广，为更多业主
进入民宿市场创造便利条件。截至目前，实
验 区 备 案 民 宿 数 量 已 达 465 栋 ，备 案 率
72%，位居全省首位。

提档升级提档升级，，民宿精品化民宿精品化

5 月 27 日，阳光正好，沿着最美环岛路
向北行驶，记者来到三面环海的苏平片区玉

盘村。不远处，一座蓝白相间的“石头城堡”
格外惹人注目，走入其中犹如置身于希腊圣
托里尼。

这家民宿名叫“枕海入眠”，由 6 栋石头
厝改造而成，总面积超 2000 平方米，设有 35
间客房，融合了咖啡厅、书屋、酒廊、餐厅等
多种业态。自去年 7 月开业纳客以来，该民
宿依托北部生态廊道等景区资源优势，迅速
成为当地打卡新地标，每逢节假日更是一房
难求。

“民宿有此发展，离不开平潭推出的民
宿‘一事一议’服务，帮助我们解决了不少运
营方面的问题。”民宿老板张建说。

张建口中的“一事一议”服务，指的是民
宿业者在申请备案时，当地政府针对总面积
在 2000 平方米以上的大型民宿综合体，在
软件装修、临建配套等方面采取“一事一议”
的形式给予帮扶。

围绕民宿“准入准营、建设运行、歇业
退出”全生命周期，平潭正积极探索实施民
宿相关业务集成办、极简办、快速办，引导
民宿创新经营模式，实现品质提档升级。此
外，当地还对已备案的民宿按单栋面积分
档次予以扶持，为相关企业、商家纾困解
难，已累计发放民宿奖补 1059.60 万元，惠
及民宿 396 栋。

在众多利好政策、措施的加持下，平潭民
宿业发展步入黄金期，越来越多老旧的石头厝
重获新生，涌现出“越寂岚厝”“松海石器部落”

“马腿意宿村”等一批有体验、有乡愁的精品民
宿。“这些民宿主要沿东海岸分布，已逐步形成
集乡村度假、景区依托、农业观光等多类型于
一体的旅游民宿发展格局。”实验区旅游与文
化体育局公共处处长朱英杰说。

以位于君山片区君山村的“既·留下”轻
奢海景民宿为例，这家民宿坐落在半山腰，
定位中高端客群，拥有 18 间全海景客房，仅
今年“五一”期间，营业额就达近 13万元。

这里怡人的滨海风光、舒适的住宿环
境，给来自浙江杭州的廉洁一家留下深刻印
象。“看惯了城市里的钢筋水泥，难得有机会
在福建的海边民宿欢度周末，真是一趟‘治
愈之旅’。”说罢，廉洁举起手中相机，为无边
泳池里的妻女定格住美好瞬间。

随着旅游消费的不断升级，游客对个性
化、独特化、定制化住宿产品的需求呈现快
速增长势头。在此背景下，如何打造更多的
乡村民宿精品？

循着“整村打造、连片开发、一村一品”
的思路，实验区积极引入专业团队、知名品
牌，打造风格多样的民宿群，不断提升民宿
服务品质和管理水平，推动乡村民宿向着高
端化、集群化发展，为乡村振兴赋能添力。

在海坛街道官姜村，平潭官姜高端海
景度假区项目正在加紧建设中，项目一期
预计今年 10 月前建成并投用。据介绍，该
项目计划投资 5000 万元，分三期建设海景
民宿、海景餐厅、特色太空屋等，大力发展
休闲度假、旅游观光等特色产业，打造高品
质民宿集群。

小民宿，成就大产业。如今，一间间小民
宿，已成为平潭旅游一张亮丽名片，激活当
地旅游市场的一池春水。数据显示，今年“五
一”假期，全区接待旅游人数 67.83 万人次，
同比增长 118.7％；实现旅游收入 5.47 亿元，
同比增长 127.9％。

下一步，平潭将持续推动民宿连片开
发，探索创新用地模式及点状供地模式，破
解民宿“用地难”的瓶颈，针对民宿康养业
态实施“综合审批+备案”新模式，加快推
动民宿集群发展提档升级，还将进一步开
放民宿开发区域，吸引更多资本、人才涌
入，推动旅游经济持续升温，助力平潭国际
旅游岛建设。

““等风来等风来··客落君山客落君山””民宿是磹水村民宿是磹水村““网红民宿网红民宿””之一之一。。 本报通讯员本报通讯员 林映树林映树 摄摄

陈秋华（福建农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平潭民宿产业化发展势头强劲，市场空间巨大，全

力推进平潭民宿发展恰逢其时。
建议当地可以围绕以下三个方面发力：一是注重规

模化、集群化开发。当代民宿产业集群化发展势头明显，
民宿相互之间互为景观，具有很强的市场吸引力，且尤
其适合发展夜间旅游业态。二是注重本土化、创意化开
发。平潭民宿应把本土文化植入，充分挖掘“蓝眼泪”等当
地人文资源，打造具有特色的民宿IP，进行创意化开发，
进一步活化传统文化，赋能文旅产业发展。三是注重多
功能化、多元化开发。眼下，从外观上看，平潭各地的石头
厝具有一定的同质性，应因地制宜走多元化开发路径，
可通过特色服务、环境营造等方式实现高品质发展。

孔旭红（福建商学院旅游与休闲管理学院教授）：
疫情之后，民宿业正面临新一轮洗牌，其发展呈现

以下趋势：高品质、精品化升级；受近郊旅游热度影响，乡
村民宿备受青睐；多产业联动，带动产品和服务提升。

有鉴于此，平潭民宿要谋求差异化发展，在建筑特
色、场所空间塑造、产品服务等方面做出特色，突出原
真性体验，在最大限度保留乡土风情的同时，巧妙地打
造现代化的人文艺术空间，带动乡村复兴。此外，在运
营方面，可以进行情感化设计，做好故事营销，凸显民
宿业主的个人情怀和文化修养，为消费者打造有故事、
有温度、有情怀的诗意栖居。通过打造“住宿+”业态，
做好民宿引流、丰富产品、树立品牌等一系列工作，还
可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新活力。

（本报记者 程枝文 张哲昊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