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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国庆庆乡乡村村游游遇遇““冰冰火火两两重重天天””
游玩项目单一、基础设施滞后，不少乡间美景错过“黄金周”

本报记者 齐金钊 代曼

今年的“十一黄金周”正值《旅游法》正式落地，旅游团费的升高刺激了游客自驾游的热情，除了各大景点
受到热捧外，很多地方的乡村休闲游也呈现升温态势。5日，记者走访烟台多个乡村游目的地发现，在一些乡
村游目的地火爆的同时，也有一些地方因为游玩项目单一、配套设施不足而显得十分冷清，造成了这个黄金
周里乡村游“冰火两重天”的现象。

自驾游带火
日租公寓房

本报10月5日讯(记者 李楠楠)

今年“十一”假期火了自驾游，更带
火了日租公寓房。5日，记者了解到，
烟台市区日租房一房难求，日租房因
空间大、设施完善、价格实惠受到自
驾游旅客青睐。

5日上午，记者从多家日租房网
站上试图预订市区沿海一线的日租
房，但一连问了多名出租人，均被告
知房间已住满。“我的房子一个月前
都已经预订完了。”市区解放路世茂
海湾一处自助式公寓的工作人员说。

沿海一线日租房很火爆，很多游
客将“战线”延伸到幸福一线，甚至在
开发区、牟平区等地也出现同样的情
况。幸福中路乐天国际公寓的牛经理
说：“房客几乎全是自驾游游客，年龄
大都40岁以下，通过网上订房。”

牛经理告诉记者，客人一般以家
庭为单位，带着孩子来旅游，“选择日
租公寓可以做饭，而且比酒店价格便
宜，玩得也更好。”牛经理告诉记者，

“日租公寓一般都是套一和套二的房
子，套二的房子价格平均在300元左
右，快捷酒店同样价格就是个标间。”

在幸福中路一栋公寓楼前，记者
遇到了来自山西的闫先生。“我们租
了5天，房租共1500元。”闫先生说，

“住酒店，好点的打完折也要400多
元，住快捷酒店一家人要开两个房间
得400多元，而住一套套二的公寓，精
装修，买到新鲜的海鲜马上就能做，5

天下来光房费就省下500元。”
“现在一个周能赚出一个月的房

租钱。”牛经理说，套二房现在的日租
价在300-400元左右，按300元计算，5

天可以收入1500多元，除去必要费用
也能净挣1000多元。”

交通运输昨迎
首个返程高峰

本报10月5日讯(记者 代曼)

记者从相关部门获悉，10月5日，城市
铁路等交通运输迎来了首个高峰。全
市客运总量24 . 4万人次，同比增长
0 . 57%。其中，道路客运量16 . 94万人
次，同比增长3 . 23%；水路客运量5 . 57

万人次；铁路客运量1 . 26万人次，同
比增长1 . 27%；民航客运量0 . 64万人
次，同比增长13 . 7%。机场、火车站、港
口客运站等交通部门及时调度，增加
运力，确保满足进出游客需求。同时，
加强对运输工具的安全检查力度。

烟台暂未出现
重大旅游投诉

本报10月5日讯 (记者 代曼
通讯员 王忠杰 梁立丽) 记者从
烟台市旅游质量监督所了解到，截至
10月5日市旅游质监所共接听热线电
话62起，其中投诉25起，咨询37起，未
发生需要立案的投诉。黄金周前5日
未发现指定购物或自费项目、欺骗强
迫消费、导游擅自变更行程等违规行
为，无重大旅游投诉发生。

同样乡村美景

冷热两种待遇

5日，记者来到福山丁家
夼村，这个因盛产大樱桃而
知名的村庄每年5月份都会
成为乡村游的热门目的地，
然而在这个“十一”却显得异
常冷清。“我们主要靠大樱桃
采摘，大樱桃摘完了乡村游
也就停了。”丁家夼村采摘园
负责人王志宽介绍，其余时
间并不专门搞乡村旅游产
业。与丁家夼村类似，盛产苹
果的牟平观水镇也没搭上顺
风车，由于当地餐饮、住宿等
基础设施建设未到位，来游
玩的游客不多。

与丁家夼、观水镇的冷清
形成对比的是，在蓬莱木兰
沟、马家沟等乡村旅游起步较
早的地方，在这个假期实实在
在“捞”了一把金。“每天有二
三百游客来村里，村里30多间
客房全部订满了，7家农家乐
饭店也供不应求。”木兰沟村
党支部书记助理刘光坤介绍，
村里的乡村游项目有苹果采
摘、骑马、葡萄酒酒堡参观等。

1、单靠采摘拉动，旅游后劲不足

这个“黄金周”，市民刘先
生一家本打算到乡间找个好
地方过假期，但问了一圈发
现，能玩好的地方太少，“一家
人来次乡村游最好能钓鱼、采
摘、爬山、看景，吃顿农家野
味。”

记者了解到，目前烟台
各县市区推出的乡村游项目
多 以 单 一 的 采 摘 活 动 为 主
体，很多地方虽然喊出了“发

展乡村游”的口号，但还仅仅
停留在把“发展乡村游”当做
一种拓展经济作物销售的辅
助方式。

单一的采摘活动还导致
乡村游呈现出明显的季节性，
很多在上半年依靠水果采摘

“火”起来的乡村游目的地在
“黄金周”期间出现严重乏力，
采摘季过后的游玩项目基本
停滞。

打造特色项目

完善配套设施

在今年8月份召开的烟台
市旅游局长会议上，烟台市
旅游局局长张丛指出，今年
上半年烟台游客总人数至少
上升20%。其中，散客比重达
到60%以上，这意味着以乡村
游为代表的休闲度假产业在
未来将大有可为。

“在产品上要打破以前
的同质化竞争局面，打造特
色产品，同时要加强配套设
施的建设。”对于乡村游目前
遇到的“瓶颈”，专家指出，

“有啥卖啥”只是乡村游发展
的初级阶段，目前乡村游亟
需整体规划，既需要打造独
具特色的项目，又需要完善
餐饮、住宿等基础配套设施。

记者了解到，烟台已经于
去年开始编制《烟台市乡村旅
游发展规划》，力求对烟台丰富
的乡村旅游资源进行完美的
整合和挖掘，而今年9月份以来
烟台市又掀起了“改厨改厕”的
乡村旅游基础设施升级热潮，
烟台乡村游方兴未艾。

2、配套设施不够，吃好玩好挺难

“十一”期间，市民于先
生去牟平观水镇的采摘园摘
苹果，本想在附近转转，但中
午却没地吃饭。记者调查中
发现，很多采摘园没有餐饮、
娱乐、住宿等配套设施。

牟 平 里 口 山 村 是 有 名
的“十里杏花谷”所在地，村
民 张 恒 去 年 开 起 了 村 里 的
第8家农家乐，“我们家能放
12张桌子，一桌10人算，可供

120个人吃饭，但到了杏子熟
的 时 候 ，来 摘 杏 子 的 人 太
多 ，别 说 8 家 ，5 0 家 都 不 够
用。”

大多发展乡村游的村镇
多存在原生态资源优势，但
交通、食宿等基础设施落后。
有的游客表示，想找个好玩
的地方得七拐八拐，没怎么
待就得往回返，要不天黑都
摸不到返程的路。

腹部吸碗
拉1 . 5吨重汽车

5日，李春晖在表演腹部吸碗拉汽车绝技，拉动的汽车达1 . 5吨重，此绝技在上海创造过
吉尼斯纪录。“十一”假期期间，塔山风景区力推四大演艺活动，表演嘉宾李春晖自幼习武，练
得一身好功夫。

本报记者 秦雪丽 通讯员 孙丽 摄影报道

长长假假过过去去大大半半，，游游客客人人数数回回落落
烟台休闲度假旅游发展，游客在港城游玩时间增长

本报10月5日讯(记者 代曼)

“十一”假期过去大半，不少自
驾游客开始返程，烟台各主要景
区游客数量出现回落。10月5日，
烟台纳入监测统计的16个旅游
景区接待游客22万人次，比去年
同期增长9 . 32%。在业内专家看
来，烟台休闲度假旅游的发展，
使游客在烟台游玩时间增长。

5日，记者来到市区多家景
区发现，停车场内挂有外地车
牌的私家车开始减少，但幅度
不大，养马岛、长岛等地渔家乐
仍然满员。“往年4日一过，游客
基本就走得差不多了，但今年
有的游客订房间一直到6日。”
孙女士在长岛经营渔家乐近15

年，“前些年都是住一两天，这

两年很多人能住上三四天。”
“假期七天，我们一家人都

在烟台过的。”来自黑龙江的吴
相伟告诉记者，一家人没忙着逛
景点，而是去市场买了海鲜到日
租房做了一顿海鲜大餐。采访中
发现，像吴相伟一样来烟台休闲
度假的游客不在少数。

对于5年前来过烟台的河

北游客赵先生来说，烟台变化
非常大，“公交漂亮了，商店多
了，海边好玩的好吃的多了。”
烟台国旅副总经理李军认为，
市民旅游方式在发生变化，由
单一的观光游向休闲度假游转
变，烟台的原生态休闲旅游资
源丰富，这些年基础设施不断
完善，吸引了不少游客。

相关新闻

现象 原因 对策

一家日租公寓门前已经停满了
车辆。 本报记者 李楠楠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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