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宿酒店蓬勃发展

“这几年，让我帮忙预订民宿的朋友越来

越多了。国庆节刚过，就已经有人让我订明

年春节的房间了，本来觉得有点早，一问才知

道，不少民宿春节的房间都预约满了。”丁女

士是崇明新河镇人，出岛打拼多年，不少朋友

知道她是崇明人，常常向她打听崇明有哪些

好玩的地方。这几年，崇明民宿火爆，向她打

听崇明民宿的朋友越来越多了。

近年来，崇明结合世界级生态岛建设实

际，借着乡村振兴等东风，大力发展乡村旅

游。崇明民宿作为乡村旅游的一个重要形

式，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蓬勃发展。2016

年至今，崇明民宿从无到有，目前全区通过

“崇明农家”备案的民宿达1030家，床位总数

约1万张。

刘庆是最早嗅到崇明民宿商机的“先行

者”。2014年，还在上海市区开广告公司的

他，从繁华的城市抽身回到岛上，将家里的老

宅改造一新，打造了崇明真正意义上的第一

家民宿——知谷1984。

2016年，知谷1984正式对外营业。在这

里，青砖黑瓦马头墙、乡间老宅雕花窗……处

处可见崇明当地文化元素，又有不乏时尚感

的现代化设计。游客来到这里，不仅能体验

到星级酒店的品质，尝到正宗的崇明菜，还能

听民宿主人畅谈崇明故事。刘庆认为，民宿

人要有点情怀，做民宿绝不仅仅是简单的装

修老宅，也不只是解决住和吃的问题，民宿还

应该成为展示生活方式的平台、分享当地文

化的窗口，民宿主也可以是传播当地文化的

践行者。

和传统农家乐有很大不同的民宿，在崇

明乡间快速生长，不仅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

体验，同时也吸引着更多想在岛上创办民宿

的“同道中人”。2016年至2019年，崇明民

宿数量从0增长到了500多家，民宿队伍越

来越壮大，涌现出了一批如也山、逅院、久居

等各具特色的精品民宿，但与此同时，各家

民宿经营者单打独斗、资源分散的弊端也开

始显现。

2019年，在区文化和旅游局的关心支持

下，崇明民宿协会成立，这标志着崇明民宿的

发展从零散个体式发展阶段，进入到了组织

行业式发展阶段。刘庆当选为崇明民宿协会

会长，他认为“崇明民宿要会抱团取暖，有了

更大的平台对现有资源进行整合和引导，才

能建立更健康的生态圈。”

民宿协会这个大平台，让不少民宿主从

中受益，张薛健就是其中一位。2018年，张

薛健把位于竖新镇油桥村的家中老宅，改建

成了民宿“一丁乡舍”。创建之初，毫无民宿

经营经验的张薛健，一切都凭着感觉来。加

入民宿协会后，他认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民

宿主，在和他们的探讨中不断成长进步。“以

前我只是简单地拍些照片放到网上，向大家

学习后，知道了如何拍摄才能更突出民宿的

亮点，也会把民宿周边的信息介绍加进去，慢

慢改进后点击量增加了不少。”同时，结合油

桥村美丽乡村示范村的创建，张薛健还请专

业画师在民宿围墙上画上了山水画，既融入

了村景，也带来了新气象。如今，一丁乡舍被

评为“崇明五星级民宿”，收获了良好的口碑。

刘庆说，崇明民宿经历了3个阶段，第一

阶段是最早的农家乐阶段，第二阶段是2014

年以后崇明精品民宿的蓬勃发展，第三阶段

是这两年崇明民宿进入了高质量集群化发

展阶段。从第二阶段跃升至第三阶段，其中

就不得不提花博会的举办。在花博红利的

带动下，崇明民宿再次呈爆发式递增，全区

登记备案民宿数量从500多家增加到如今的

千余家。

为了切实做好花博住宿保障工作，近几

年，经过全区上下的共同努力，崇明把既有老

牌星级酒店进行提档升级，也乘势而上新建

了假日酒店、宝岛（衡山）森林酒店、花博迎宾

馆、万信R酒店等若干高端酒店，以满足游客

的不同消费需求，为崇明文旅事业和花博住

宿注入新的活力。

如今，崇明的民宿酒店，无论是数量上

还是质量上，都实现了跨越式的提升。在高

质量集群化发展阶段，崇明民宿依托当地生

态资源优势，结合露营、市集、美食等元素，

推出了不少具有市场竞争力和人文情怀的

“民宿＋”产品，为消费者提供了更为丰富的

玩法。

为助力民宿产业既快又好地发展，近年

来，区文化和旅游局不断探索优化和创新民

宿管理方式——举办崇明十大特色主题民宿

评选、编制系列丛书、牵头开发“住崇明”小程

序，为来崇游客提供更加方便、快捷、全面的

住宿信息。崇明也正在编制民宿高质量发展

实施意见，鼓励发展高端民宿群，引导推动民

宿产业集聚发展、特色经营、错位竞争，政府

通过配建统一的游客中心和餐饮设施等举

措，积极满足群众高质量消费新需求。

旅游产品日趋多元

“以前每次回家都要买船票，还要提前看

天气预报，天气不好船票也买不到。现在有

了大桥，什么时候想回就回了。”“家乡的环

境越来越好，好玩的地方也越来越多了，我

几乎每个周末都会带着孩子回来，既是回家

也是度假。”这是不少在岛外打拼的崇明人的

心声。

2009年10月底，上海长江隧桥开通，制

约崇明旅游发展的交通瓶颈被打破，崇明旅

游乘着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的东风，跨上

了旅游发展的快车道。十年来，崇明旅游从

最早的农家乐，完成了从传统休闲旅游到全

域旅游的转变。

穿过玉凌大桥，环顾环岛运河，来到竖

新镇前卫村，假山喷泉，庭院怡静，花果飘

香……看到眼前这幅充满田园诗意的画卷，

来自闵行区的金先生眼前一亮，“10年前我

来过这里，那时候这里只有农家乐，现在已经

大变样了”。

前卫村，这个昔日从滩涂中围垦诞生的

小村，早年因农家乐集群而出名，是一个老牌

旅游目的地。8年前，陆琍红刚调任到这里

当村党支部书记时，她记得村里总有一批又

一批因农家乐慕名而来的游客。“随着市场经

济的发展，前卫村以农家乐为主的旅游发展

遭遇了瓶颈，开始走下坡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

视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发展，2015年以来连

续3个中央一号文件都提出要大力发展休闲

农业和乡村旅游，使之成为繁荣农村、富裕农

民的新兴支柱产业。多年来，崇明各乡镇在

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大力开发乡

村旅游产品，在区域内打造乡村旅游亮点，连

点成面，全面提升乡村旅游品质。

“2015年，在政府的关心支持下，村里引

进了社会资本，通过政企、村企等的联动，把

村里原有的旅游资源整体做了提升。”陆琍红

向记者介绍，在提升村容村貌、打造民宿集群

的过程中，每个环节都离不开村民的积极配

合，“只有把流转的土地有效整合利用，企业

才能进行下一步开发。起先也有村民有所顾

虑，但知道这些土地将用于旅游产业开发，会

产生可观的经济效益，很快就答应下来了。”

如今，前卫村实现了“华丽转身”，这里有

千亩玫瑰花海，有海上花岛生态度假酒店等

四大主题酒店及多种特色民宿集群，有喜园、

蝴蝶馆等特色场馆……变成了一个融合、多

元的景区，还有了一个梦幻的名字叫“海上花

岛”。游客来到这里，可以徜徉花海、欣赏奇

石，也能采摘果蔬、骑马泡汤，不用费心寻找，

“诗和远方”已在脚下。

前卫村的蜕变是崇明旅游事业发展水

平不断提升的一个缩影。近5年来，崇明的

旅游配套设施不断完善，休闲度假模式日趋

多元——国家A级景区增至24家，其中国家

3A级景区增加12家，国家4A级景区增加3

家，西沙明珠湖景区启动国家5A级景区创

建。多家自然生态景区推出星空露营、篝火

晚会、灯光秀等新项目，前卫村的生态休闲、

长兴的工业旅游、横沙的乡村骑游、西沙湿地

的橘黄蟹肥……也已成为崇明生态旅游的一

张张亮丽名片。

区文化和旅游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未来，

崇明将不断深化全域旅游示范区建设，发挥

高端酒店、精品民宿、美丽乡村资源优势，提

升景区旅游能级，朝打造国际生态旅游度假

区不断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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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明的美，曾经是莽莽滩涂的“原生态”，如
今是满目皆绿的“诗和远方”。这份蜕变，来自
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也来自生活在这片土地
上的人民的创造——他们得益于生态“绿”，也
“播种”下更多，他们用双手建起良田、植树种
绿，也在这里搭建民宿、传播文化、探索新玩法，
吸引了越来越多来自远方的人，推动当地旅游
业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十年，是中华民族发展
历史上极不平凡的十年，也是崇明脱胎换骨、生
态发展浓墨重彩的十年。崇明旅游，也正是在
这十年间按下“加速键”，取得了非凡成就——
成功创建第二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国家A

级景区增至24家，千余家民宿在崇明乡村熠熠
生辉……崇明生态休闲旅游的金字招牌愈发闪
亮，打造国际生态旅游岛的目标渐行渐近。

崇明
游村游 从“态生态”到“方和远方”

■ 全功创建第二批家家全

区旅游示范区

■ 家家A至景区增至44家

■ 村余家民宿在崇明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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