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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兴衰，关键在人。乡村旅游，同理可得。就目前来

看，株洲旅游从业经营者，以及村落支持度和村民理解

度，还不够开放。

一些株洲乡村游经营者表示，他们在长沙县、浏阳等

地也经营了类似的露营基地，“当地村民的支持力度，比

株洲要大得多。株洲本地一些村庄虽然不反对，但他们确

实在经营理念上还是落后了些许。”

各自为政是第一条。这种感觉姚先林有。

“很多时候，村里开发旅游的经营者都是各自为政，

你开你的土菜馆，我开我的采摘园，村民的经营意识有待

提升。”他说。

“有舍”民宿老板田利军也有同感。

在醴陵市沩山镇泉水村，田利军请设计师耗时 3 年

进行打造，将农宅改造成精致的民宿“有舍”，民宿里有露

天电影、露天泳池、烧烤等娱乐项目，民宿之外还有天然

的溯溪资源。

“但要将一个村的旅游带动，仅靠一两家经营者来

做，还是势单力薄，需要更多人参与。”田利军说。

在他们看来，村民既是乡村振兴的受益者，也是建设

者、参与者。只有充分发挥他们的主体作用，调动其积极

性，乡村振兴才能获得持久的内生动力。

隔壁的沩山村就是典型。

短短几年时间，沩山村，从一个底子薄弱的“空心村”

向“网红村”转型，之所以能够有如此大转变，主要靠的是

人心齐。

村民无偿腾出土地用于拓宽道路、村民自筹资金建

设“幸福屋场”，还有农家乐老板们自觉“约法三章”：垃圾

不乱丢，处理好垃圾排污工作；保证食材安全新鲜；店面

装修及宣传上都突出“沩山”招牌。同时，从沩山村走出去

的人都成为“移动喇叭”，在各种自媒体平台上，积极发布

周边自然景点的相关介绍，为村里的好山好水吆喝。

浏阳田溪村也是典型。“众筹”开发乡村旅游，游客来

了，吃住游购行都是消费，村民收入随之水涨船高。如今，

村里各个都是“宣传员”，争相向游客推荐，以淳朴民风欢

迎游客。

乡村清凉游旺季短是第二条。

在袁溪谷经营农家饭庄的店家冯妙军认为，该地有

效经营时间主要集中在暑假。近 6年来，每年五一假期到

十一假期，冯妙军就会回乡经营饭庄，最高峰时每天客流

上百人。然而，漫长的淡季让他无事可做，为维持生计，他

只得选择外出务工。附近几家农庄主基本都是这种候鸟

式经营模式。

作为株洲清凉游首选目的地的炎陵神农谷，旺季短

暂亦是其困局。虽然面临着漫长的淡季困扰，炎陵远山蓝

民宿也未上网推荐，日常客流主要靠朋友间互相介绍。一

窝蜂的清凉游后，则被大伙抛之脑后。“上网后电话不断，

难得麻烦。”民宿主廖女士表示。

旺季真的短吗？神农谷凡间小院民宿主雷青认为，旺

季短暂的困局，浅层原因是山水清凉游的天然属性，但文

化缺失、宣传缺位、产业链缺乏等，才是背后的关键制约

因素。

他以自家民宿为例解释，经过五年发展，凡间小院从

一座荒弃小学改造的 14间民宿，发展为拥有 67间客房的

三栋民宿群，共投资 1100 余万元，成为炎陵民宿的佼佼

者。不管是炎热的旅游旺季还是被认为淡季的冬天，凡间

小院的预定一直不断。“这都是得益于广泛宣传。”雷青介

绍，去年国庆，他的客人就全部来自于粤港澳。

即便如此，在他看来，目前凡间小院也只是在硬件上

基本达到国内中等水平，但文化打造上仍旧不足。

今年，雷青进一步挖掘神农文化，以炎陵当地中草药

为媒介开发药浴足浴项目，打造康养、农耕等主题，该项

目将在秋季推出。在他看来，在清凉游外发展红色、康养、

农耕、寻根问祖等文旅主题，赋予山水文化内涵，是拉长

乡村游时间轴、增加吸引力的动力所在。

今年，悠移庄园也开始转型。这个夏天，姚先林打造

了露营基地——营火部落，抢抓乡村夜经济的风口，增加

了碰碰船、射箭、骑马等小众运动项目，接下来他还打算

打造露天酒吧。

“目前庄园的总收入室内项目只占三分之一，室外项

目占比扩大，目前已达到近七成。”姚先林说。通过 13 年

发展，目前庄园已拥有互动项目 57个，配套大型餐饮、会

务酒店、电商产业园等多种业态，去年接待人数突破 30

余万人，辐射长株潭和衡阳等地。

为推动乡村旅游和民宿业的发展，目前，我市民宿协

会也正在筹备当中。协会拟任秘书长王琼表示，株洲乡村

游的品牌宣传尚在起步阶段，既缺乏包装，亦缺乏宣传渠

道。她认为，乡村游的一个关键载体在民宿，而民宿业是

一条完整产业链，宿主文化的打造、专业运营团队的引

进、在地文化的挖掘等上下游要形成完整体系，打造产业

集群，乡村游才能吸引人来、来了好玩、走了还回味。

功夫在景点之外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易蓉

疫情之下，炎炎夏日，为了避暑，笔者先后去了

市内外的多个乡村旅游点，那些虽不是高大上的热门

景点，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让前去游玩的朋友们

都大呼体验感很好，而这种好感主要来自于景点之外

的细节。比如，村里家家户户门前屋后都很干净整洁、

跟村民问路搭讪，他们总是朴实热情，即使是想拉客

的餐馆老板，与人搭讪都不显功利和令人生厌等。

正所谓功夫在诗外，笔者认为乡村游亦当如是。

受疫情影响，越来越多的人在周末节假日选择

前往周边打卡、露营，有时候一种氛围、一张照片，也

许就能造就一个新的“网红打卡地”。体验感好的地

方，游客们往往不吝赞美，发出的朋友圈、短视频可

以说是当地旅游最好的广告。但是，也有一些“奔现

即幻灭”的地方，游客们冲着一张美景图片去，景观

是不错，但却由于指示牌设置不够完善、收费不够公

开透明、就餐等候时间过长、户外如厕不够方便等细

节被“吐槽”“拔草”。

因此，乡村游的文章不能只抓景点打造，还要花

大力气建设好配套设施，一些细节往往会影响旅游

体验感，从而决定了该景点的命运走向。

乡村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景点是卖点，但舒

心、放心、贴心的服务才会为乡村旅游持续繁荣锦上

添花。

从
市
内
市
外
的
乡
村
游
项
目
，看
株
洲
乡
村
游
发
展

株
洲
﹃
清
凉
游
﹄
锦
上
需
添
花

株
洲
日
报
全
媒
体
记
者/

易
蓉

成
姣
兰

高
晓
燕

休闲农庄、精品民宿、清凉避暑、名镇古村……在疫
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限制较少的近郊游迎来客流高峰，
尤其是这个炎热的夏天，主打清凉、亲近自然的广袤的乡
村，成为人们休闲度假的热门目的地。

产品多了、市场热了，株洲的乡村游是
否顺势大火一把？游客在乡村游体验中又发
现哪些亮点和短板？近日，本报
记者先后去到市内、市外多个乡
村游项目，在观察比照
中寻找株洲乡村游的短
板和优势。

炎炎夏日，寻一处山水，栖一方民

宿，在乡间的蝉鸣鸟语间，嬉戏游玩，不

仅避暑，还亲近大自然，放松了身心。

这成为当下旅游的“新常态”——

不必追求高大上的热门景点，“小而美”

的一处乡村也可怡然自得。

这个夏天，浏阳市周边村落，以亲

水纳凉的清凉游，再次吸引了一波游客

蜂拥而至。

“老板，还有房间吗？”8 月 13 日晚 9

点，一名游客走进薪院子·老房子民宿，

向老板咨询。“不好意思，已经全部住满

了。”就这一个晚上，民宿老板陈宇清已

经接待了四五批临时来找房的游客，

“他们不熟悉情况，现在客源多，房间基

本上早就定完了。”

民宿所在的田溪村，是浏阳市张坊

镇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也是浏阳市西

溪磐石大峡谷风景区所在地。这里位处

于大围山国家森林公园南麓，距浏阳市

区 66 公里，交通便利，森林覆盖率达

95%以上。

景区内游玩项目众多，既有湘赣边

地区最长的以森林为自然背景打造的

空中漂流滑道，也有 7D 黄金玻璃桥、滑

草游乐园、跑马游乐园、野炊烧烤基地、

中小学研学教育基地等种类丰富的旅

游娱乐教育项目。

近几个月来，景区周边酒店、民宿

大多出于满员状态，其中有不少是来自

株洲的游客。

谁能想到，这个已经被评为国家 3A

级景区、浏阳市“十大文旅网红打卡地”

的地方，8年前还是个贫困率接近 30%、

全市贫困人口最多的村庄。坐拥有“活

化石”之称的南方红豆杉林以及流泉飞

瀑、峰奇石异的西溪磐石大峡谷等宝贵

的好山好水，却由于缺乏巧妙挖掘和利

用的思路和做法，少有人来欣赏。

脱贫攻坚战打响以后，田溪村村支

两委班子苦苦思索出路，几经商议，决

定将旅游业作为支柱产业。村里成立了

筹备领导小组，用众筹这种新潮的方式

解决了“钱从哪里来”这一关键问题，

190 户村民入股“众筹”近 1000 万元，成

立湖南西溪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开发西

溪磐石大峡谷风景区，将农民的闲置农

房集中起来开发乡村旅游民宿。村两委

团结肯干，村民热情积极。如今，田溪村

早已不复当初模样，已打造成集观光、

体验、民宿、康养为一体的乡村热门旅

游目的地。

有意思的是，浏阳周边的“清凉游”

村落，热衷于抱团出圈。就在距离田溪

村半小时车程的小河乡，就有新晋网红

打卡地鱼鳞坝。坝体被设计成 172 个半

圆形堆叠在一起的样子，远远看着就像

是鱼鳞一般，每个鱼鳞区像一个个小鱼

池。高低错落的“鱼鳞片”间，流水潺潺，

涓涓而下。堰顶设置了汀步，行人可跨

步穿行，是亲子互动的天然乐园。

而小河乡，是浏阳市最偏远的一个

乡，直到 2014年才有了第一条通往山外

的公路。通路之后的小河乡，迎来了属

于它的巨变。用创意给“绿色”加码，用

新媒体包装推广，小河乡不但鱼鳞坝、

叠水坝两处水利工程打造成“网红”地，

更形成了《云上的小店》拍摄地、星河天

文台、乌石空间等一批由点成面的网红

打卡地。

株洲的乡村游不美吗？为什么要“舍

近求远”呢？

“株洲缺乏周末近郊游。”悠移庄园

负责人姚先林坦言。缺乏并不是没有，而

是太同质化——这是基于他做了 10多年

乡村游之后下的判断。

2009 年，以采摘休闲农业起家的天

元区悠移庄园兴起，成为株洲最早探索

乡村游的先行者之一。体验采摘、赏四季

景观、吃农家菜等……之后的 10多年里，

以采摘、赏花、农家饭菜为主题的乡村游

开始涌现，株洲出现了很多复制版的“悠

移庄园”。至今，株洲乡村游内容还是“老

三件”，同质化严重。“几年下来，游客也

都腻了，这也就导致乡村游从业者进退

两难，丢弃之前的投入项目，开发新项

目，成本又太高；不转型的话，这些老项

目又吸引不了游客。”姚先林坦言。

然而，随着乡村文化旅游市场持续

升温，观光式旅游的农家乐模式已经不

能满足游客的多元化消费需求，我国乡

村旅游产品向多样化、融合化和个性化

方向发展，乡村旅游消费逐渐向度假式

深度体验游转变。

这个夏天，在做好疫情防控的情况

下，姚先林就带着家人先后前往邵阳南

山牧场、福建东山岛等乡村考察，发现地

域距离早已不是阻碍旅游的主要因素。

当下的乡村游，呈现小而美、短而精的新

特点，从室内向室外转移，从白天向夜晚

延伸。

这个暑假，株洲各大景点也涌入大

批游客。神农谷片区 300多家农家乐和民

宿都处于爆满状态，甚至不少不做农家

乐的果农家里也住满了客人。

去哪里玩、玩什么，成为不少株洲人

的周末焦虑和年假焦虑。一些风景优美、

尚未完全开发的新地标，成为游客热捧

的旅游目的地。比如，这个夏天正火爆出

圈的醴陵官庄镇瓦子坪村袁溪谷和攸县

鸾山镇上垅村八福垅等原生态溯溪游。

“溪水清澈，瀑布也很壮观，虾蟹较

多，任何时间去都比较清凉，比较适合夏

天游玩。”6月份去过袁溪谷后，龙殷便被

那边的原生态风景所深深吸引。“晚一点

去就只看得到人了。”第二次前往袁溪谷

时，龙殷便被堵在了离峡谷口一公里开

外的路边，无奈之下只能在旁边的露天

河水中玩了一天。

攸县酒仙湖景区半小时车程外的八

福垅大峡谷，也被游客打破了往日的宁

静。在朋友的推荐下，江先生开启了八福

垅的清凉探险之旅。比袁溪谷好的是，八

福垅经过多年发展，已经有水泥路直通

景区，且有一个小停车坪。

“水比较浅，溯溪路比较好走，来回一

趟花了 4小时左右，还是挺好玩的。”8月

初刚刚前往八福垅游玩过的旷女士表示。

类似的山水资源，在株洲南四县相

对集中。不仅如此，株洲还有罗霄山脉的

峡谷和高山等自然资源，以及神农农耕

文化、药文化、茶文化等宝贵的乡村旅游

文化资源。然而，由于缺乏有效开发和项

目包装等，很多资源仍“埋没”山中，而另

一边，株洲以及周边游客又急切需要找

到新的有趣的乡村清凉游地点。

“除了问朋友，似乎没有太多渠道得

知株洲有什么好玩的。”市民江先生抱怨

道。他认为，政府部门和旅游目的地普遍

宣传意识不强。在最新出炉的株洲旅游

地图上，神农谷、密花村、卧龙山庄等景

点分布其中，也有一些特色民宿上“图”

找客，但却缺乏进一步的高质量宣传文

案和视觉作品，景点标签不明显，难以产

生出行冲动。

株洲乡村清凉游，如何形成规模、火爆出圈？抓

住全域旅游的风口，助推文旅出圈，探寻出路的株洲

相关部门和乡村经营者、管理者，正面临着一系列难

题。

基础设施配套，就是其中重要的一条。

去过一次便难以忘怀。在第一次去醴陵袁溪谷

游玩过后，市民龙殷就大力向朋友推荐。在她的宣传

下，周边朋友纷纷涌入袁溪谷。昔日安静的溪谷人声

鼎沸，基础设施的短板也开始暴露。多名去过袁溪谷

的市民反馈，前往峡谷的道路非常狭窄，路况也堪

忧，因缺乏停车场，游客只能将车停在路边，加剧了

堵车状况。

由于景区未经过正式开发，相关配套严重不足，

比如，通讯信号覆盖不够，农家乐、民宿、商店缺乏等

等。两次去过袁溪谷的市民袁先生，在向朋友推荐时

一定会特意强调，让朋友们必须带上路餐且与友人

结伴同行，因峡谷内无信号，一旦失联很容易出事。

即便是看起来设施略好的八福垅，也仍有着诸

多弊端。既有的停车场面积不大，仅能停二三十台

车，且未施划停车泊位。“上次去，光找车位就花了半

个小时。”市民旷女士表示，且景区的指示牌也相对

缺乏，道路导航地标缺失，前往旅游需要大费周章。

住宿也是个大问题。有资料显示，炎陵县现有农

家乐、民宿 400 多家，其中，神农谷国家森林公园内

就有 100多家，经营床位 1万余张。然而，真正像样的

民宿，也不过几家。目前更多的民宿尚处于农家乐的

初级状态。

今年 5月 31日，湖南省《旅游民宿等级划分与评

定》地方标准发布，7月 11日，旅游民宿国家标准相继

出炉。目前，我省正启动民宿评级。“这标志着政府开

启了对这一行业的规范和标准化引导。”拟任株洲民

宿协会秘书长的王琼表示，推动民宿等级评选，是引

导我市民宿业从硬件条件和运营管理全面提升的一

条捷径。

为发动我市现有民宿积极参与等级评选，上月

起，我市启动了民宿行业的初步摸底调查，并多次组

织民宿经营者外出学习。然而，直到目前，协会仅收

到耕食书院一家申报资料。“除新建民宿外，绝大多

数都卡在消防验收环节缺失这一问题上。”王琼表

示，民宿属于民房改造，按照目前政策，消防尚无对

民房的验收要求，如何取得消防许可，是需要探索解

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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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观杂谈

天 元 区 悠 移 庄 园

里 的 露 营 基 地 —— 营

火部落。受访者供图

“有舍”民宿里，游客们

在自助烧烤。受访者供图

今 夏 ，官 庄 镇 袁

溪谷成为不少人的清

凉游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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