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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片 本报记者
乔显佳 景佳

山外的世界已经变得喧哗
燥热，“寓乐屋”依然徜徉在舒
适的暖阳中，这里地处鲁中山
区的深处，不仅是时间、节气，
就连气候、环境、温度似乎都比
山外慢了一个“节拍”。

“寓乐屋”是淄博博山原山
景区范围内，正在兴起的一处
乡村民宿，位于博山区西厢村，
地处博山、章丘、莱芜三地交界
处。村子位于海拔四五百米的
山中，进山要穿过一条很长的

“咽喉路”，路较窄，仅容一辆中
型以下车辆驶入。道路两边青
山如屏、树木茂密，一年四季美
不胜收。

翻山越岭进入西厢村，登
时会有一种进入“世外桃源”之
感：村头的关帝庙古味悠然，香
火延续几百年；庙边几位老妪
静坐，表情和身姿与山村融为
一体，自有一种静谧淡泊之美；
村里的房子大多是用山石板砌
成的，巷道很窄，但只要沿着其
中一条走下去，在蜿蜒崎岖间
总能发现一处与外界连接着的

“秘境”。

“寓乐屋”便是这世外桃源
中的陶渊明式石房草庐，它由
致力于鱼盘收藏和陶器制作的
淄博“城里人”曹在堂、张爱玲
夫妇投资建成。曹先生从事陶
瓷事业近三十年，收藏鱼盘近
二十载，是圈内公认的“鱼盘收
藏第一人”，有瓷器收藏方面的
专著。

数年前，曹先生到西厢村
购置了十几间石头干碴垒成的
百年老屋，将其一部分改成了
用于陶器制作的陶坊，一部分
改造成了适宜游人可以体验的
民宿，民宿的外观保持原貌，内
部设置在尽量保持原有格局的
前提下，按照星级酒店标准配
备，同时，还进行了现代休闲文
化的包装与提升，赋予这些老
屋全新的魅力。

“寓乐屋”的每一块石头、
每一棵树，都被赋予了文化内
涵。譬如有一个区域定名“石
语”，其中有自然形成的巨大

“茶盘”，可供宾客们坐在周围
品茶聊天，极具天籁之趣。有一
面看着像“天书”的从地下翻出
来的石块，似有远古人留下的
石刻字，还有的石块天生就像
一个巨大的元宝……古树奇树

也有几株，其中一株根部像龙
爪一样牢牢抓住巨石，树身扭
曲向上，树冠却活像“凤冠”，曹
先生为其取名“龙凤呈祥”。

因为“寓乐屋”的重新修葺
打造，2015年9月，西厢村这片
百年古宅院搞起了“中国西厢
国际陶瓷文化周”活动，引来不
少陶瓷方面的名家和一群金发
碧眼的外国客人。大家连日来
欢声笑语，研讨陶瓷的秘密，坐
在石板凳上亲手制作一两件陶

瓷作品。如今这片自古就与外
界隔离的乡村，不仅成为艺术
家们创作交流的理想之所，也
成为游客亲近自然的绝好去
处。

在“寓乐屋”民宿，夏天，山
间小溪欢快奔腾、悦耳动听，鸟
鸣和蝉声不断，大山和浓荫遮
蔽出阵阵凉意；秋天，整个村子
像一幅被油画家肆意涂抹的画
卷，金灿灿的山柿子、红彤彤的
山楂、火红的山涧枫叶，各种色

彩搅在一起；冬天，西厢村重归
宁静，因为道路受限几乎在此
与世隔绝，其中的美景只有在
村坚守的老人可以体会；春天
则是“寓乐屋”最美的时节，大
自然的生机无处不在，每天都
有新的发现、新的惊喜。

十年前，西厢村还有上百
户人家，由于偏远难行，年轻人
大多已迁走，很多房舍已经破
败。这些破烂的老宅屋却被久
居闹市的人们，特别是一些“成
功人士”看中买走。在他们的手
中，重新激发创意，变出很多的
可能。

“寓乐屋”只是当地成型的
民宿业态之一，更成熟的出现
在距今约十年前。目前当地旅
游等部门正计划将业态的主人
联合起来，一起搞好“民宿游”
市场。

2010年前后，记者曾前往
台湾考察体验民宿，见到当地
很多民宿经营者都是有知识有
资本的中产阶级或功成身退的
企业家等，感慨当时山东的“农
家乐”基础薄弱。经过六七年的
学习、借鉴、发展，山东乡村游
吸引了一大批社会力量的参
与，正在以全新的面貌示人。

住住石石房房草草庐庐，，做做现现代代““陶陶渊渊明明””
走进淄博原山“寓乐屋”，体验山中岁月

西厢村寓乐屋民宿内景。

为提升服务档次，
到台湾去培训

民宿游不只是住一晚、吃
吃农家饭、爬爬山，提升档次很
重要。而作为经营者的村民，其
待人接物水平又是直接影响因
素。考虑到这一点，2015年以
来，淄博在乡村旅游中以推进
文化素质扶贫作为重头戏，先
后安排52名乡村旅游示范点、
乡村旅游品牌经营户负责人赴
台湾参加省旅游局组织的“千
人赴台”乡村旅游培训。省内交
叉观摩、考察更密集，由此引发
发展乡村游观念的变革。

在淄博博山中郝峪村，农
家院墙上进行绘画，有新二十
四孝图，有农民生产和生活的
场景，还有用漫画展示馒头与
豆腐的制作流程。村里还建起
了文化大院，丰富村民的文化
生活，经常请书画家、摄影爱好
者来搞创作，免费提供食宿，留
下墨宝。

淄川牛记庵村，村民搬到
山下住后，留下许多明清时期
石木结构的老房子。在当地旅
游部门的支持下，旅游企业出
巨资进行了抢救式的开发和保
护，改成适宜旅游度假的民宿。
如今蜚声全省乡村旅游市场。

有专家指出，乡村旅游没
有固定模式，不能添加太多框
架，适合的就是最好的。政府要
以外部指引发挥好内部驱动
力。

目前淄博先后已建成87个

国家级及省级农业旅游示范
点、28个省级旅游强乡镇、72个
省级旅游特色村、220个星级农
家乐、精品采摘园36个，全市完
成省级农家乐“改厨改厕工程”
68村927家。

“好客人家”已成
品牌民宿，为景区加分

红红的瓦房，模式化的农
家小院……去过烟台长岛的游
客，大都会被这里的“渔家乐”
吸引。离开喧闹的大城市，感受
一下安宁清静的渔家生活，成
为不少游客来此的目的，在这
里，不仅能享受休闲海上游、吃
渔家大餐，而且住在渔民自己
的家，也很随意、很舒适。

长岛县共有“渔家乐”904
户，其中星级“渔家乐”449户，
床位2万余张，2015年全县“渔
家乐”共接待游客172万人次，
旅游直接收入1 . 7亿元。

随着乡村旅游市场的走
俏，烟台根据不同区域特色的
自然与人文环境，重点塑造推
出了乡村生活体验、乡村度假、
乡村康体养生、乡村节庆旅游
等特色乡村品牌产品系列。相
继打造了“山海仙境、好客果
乡”的总体形象品牌，“好客人
家”住宿品牌，“好农嫂”餐饮品
牌等。

烟台还重点打造了莱山区
沐浴乡村旅游区、牟平区十里
杏花谷乡村旅游区、招远市古
村落文化旅游小镇、莱阳市梨
乡风情旅游区、长岛县海岛风
情小镇等10个乡村旅游特色项
目。这些特色项目赢得了省内
外游客的好评，这其中，优质的

民宿体验为这些特色项目加分
不少。

烟台还深入实施第二批乡
村旅游经营户“改厕改厨工
程”，完成445户乡村旅游经营
户的厨房、厕所改造升级，还会
对省旅发委复核检查的“双改”
业户给予资金奖励。

“旅游扶贫”惠及
一方百姓

沂水县以乡村旅游为基
础，以“旅游扶贫”为抓手，引领
将沂蒙风情旅游景区9个村、夏
蔚镇8个村等贫困村连片区域
整体进行开发，打造以乡村记

忆、院落农家、湖岸渔家、红嫂
精神等文化元素为特色的主题
乡村，发挥集群、规模效应。对
位置相对独立的特色村，依托
核心景区发展，高标准规划建
设6处以上高端民宿村，为景区
发展提供配套服务。

在威海荣成东楮岛村北京
世纪唐人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投
资规划建设了10幢“海草房唐
乡”，其中多幢已经建成迎客，是
独具地方特色的高端乡村民宿。

在泰安岱岳区，这里充分
发挥“环泰城乡旅游休憩带”主
战场优势，沿泰安城区东西两
翼连片发展乡村旅游。策划布
局融合了多种功能的特色园

场、乡村民宿和房车宿营地等
乡村旅游精品项目和产品线
路，推进乡村民宿、景区、景点、
特色园区、体验基地配套融合
发展，形成了高端乡村度假产
品集群。

“如果说农家乐是乡村旅
游的初级版，那么民宿游就是
乡村旅游的升级版，是一种深
度的、休闲的、度假的乡村旅
游。两者边界在当下乡村旅游
中还很难切割，但民宿游是更
高业态的乡村旅游。”省旅游行
业协会秘书长尚玉轩说，随着
我省全域旅游发展和供给侧改
革力度的不断加大，我省民宿
游市场将十分广阔。

有有宁宁静静，，有有随随意意，，还还有有乡乡愁愁
民宿游悄然升级，乡村度假吸引城里人

记者探访发现，随着山东乡村旅游业的迅速崛起，在我省十七市，各有一批独具特色
的高端大气民宿业态已经悄然兴起，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对乡村游的体验和认知。

本报记者 景佳

通讯员 赵博睿

民宿的装饰很有文化底蕴和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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