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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民宿宿日日租租价价11440000元元，，仍仍无无房房可可订订
我省民宿火了，乐了游客还能扶贫

文/片 本报记者 许亚薇

4日上午9时，枣庄市山亭
区旅游警察大队的5名警察出
现在翼云石头部落景区的门
口。“十一期间，每天都会派四
五人到各个景区，有的帮忙指
挥交通，有的负责在景区巡逻，
了解了景区以后甚至还会帮忙
解答游客提出的问题。”山亭区
旅游警察大队副大队长孔德健
说，为了迎接“十一”黄金周，假
期多留了些人值班。

今年5月5日，山东省首支
旅游警察大队在枣庄山亭正式
成立，随后，省内烟台长岛县、
德州夏津县、临沂沂水县、枣庄
台儿庄区分别挂牌成立旅游警
察大队。

问及“十一”期间的旅游投
诉和旅游事件处理情况，孔德
健表示，截至目前，旅游警察大
队暂时还未接到游客投诉，景

区内也并未发生旅游相关恶性
事件。

在山亭区旅游与服务业发
展局副局长耿学文看来，旅游
警察更重要的是一种“威慑”，
是让游客踏实安心。“有警察
在，不法分子想干坏事也干不
了了。”

据耿学文介绍，枣庄市山
亭区的旅游警察大队依托特巡
警大队进行运作，推行首问负
责制，大队24小时值班，不管
哪方面报警，首先要接过来，第
一时间让辖区派出所、景区警
务室出警，大队随后就到，同时
做到多警种联动，刑事警察、治
安大队、特警以及巡警等多警
种共同参与。

除了枣庄山亭区，德州夏
津在黄河故道森林公园生态旅
游区公安分局的基础上设立旅
游警察大队，烟台市长岛县也
成立了全国首支海岛旅游警察

大队。据省旅发委旅游监察总
队总队长张百科介绍，长岛县、
沂水县、台儿庄目前已经实行
旅游发展委员会与旅游警察、
工商旅游分局、旅游巡回法庭
的“1+3”旅游综合监管模式，
提高了旅游城市的服务水平和
承载能力。

不过，多名不愿具名的
业内人士认为，目前旅游警
察还处于发展初期，也存在
诸多问题，例如编制等。旅游
警察本身的综合性很强，要
协调旅游、市场监管、物价、
交运等多方面问题，这也使
其工作难度加大。

在山东省旅游专家委员会
委员、山东大学旅游管理系教
授王晨光看来，设置旅游警察
是有积极作用的，是一种应急
措施，但是，旅游警察一定程度
上说并不能解决旅游所折射出
的社会问题。

上岗后迎首个“十一”黄金周

旅旅游游警警察察不不仅仅巡巡逻逻，，还还帮帮忙忙答答疑疑

文/片
本报记者 乔显佳 许亚薇

最高1680元
租价超五星级酒店

民宿的概念来自台湾，最近
几年被加速引入山东乡村旅游，
成为一种方兴未艾的新兴业态。

“十一”期间，山东各地民宿项目
大受青睐，已经成形推向市场的
项目几乎均告“客满”。

“仙居崂山”是近两年青岛
崂山风景区管委会重点打造的
一个民宿品牌，位于崂山脚下
的东麦窑村。两年前，当地腾出
12套有四合小院的民房用于
游客接待，去年又新增11套小
院，经过中央美院设计后，效果
令人眼前一亮。民宿的居住条
件堪比四星级宾馆，却比后者

“更接地气”，客人可以采摘天
井内的蔬菜、赏花，在栽植有细
竹的小院中休憩，另外还有可
以共用的厨房、可以洗浴的卫
生间，登上民宿小院的平房，还
可以眺望整个东麦窑村的村容
村貌，感受这里的鸡犬相闻，以
及村民之间浓郁的乡情。

“十一”期间，“仙居崂山”
每套小院都按照原价预订，其
中有一间卧室的小院980元，两
间卧室的1280元，三间卧室的
1680元。这些独门四合院非常
适合家庭客。另外，民宿还与崂
山风景区的门票进行捆绑，按
照卧室的数量赠送客人2、4、6
张景区门票，且有车辆接送去
崂山景区。山东以及广东、上海
等地的一些游客来了之后，被
民宿的特色所吸引，算了一下
花销，感觉十分划算，有的一住
多日，对民宿的满意度很高。

“仙居民宿”店长赵越说，
现有的23套民宿面对今年“十
一”旺盛的市场需要，根本是供
不应求。为此，崂山有关方面正
筹划节后继续提升村容村貌，
改善基础设施，征集打造更多
的民宿投入市场。

在崂山北麓，还有一处民
宿品牌“微澜山庄”，建于山海
之间的林间，这里的环境、设施
一流，非常安静。负责人小宇4
日告诉记者，自2014年开业以
来，住宿情况一年比一年火，今
年“十一”，现有的15个房间根
本订不上，10月1-7日房间全
部已经订出。“微澜山庄”客房
的日租价平均达到1400元/间，
远远高出一些五星级酒店，但
仍很抢手。

不再“一日游”
住下来体验农家生活

在枣庄市山亭区翼云石头
部落东北方向，有一个翼云湖，
翼云湖畔有个石嘴子村，过去
这里是贫困村，如今“民宿”新
业态的引入，把外面的精彩世
界带到村民面前，也让游客了
解山村的风情。

10月4日，在石嘴子村，一
座类似茶社的小木屋正在建设
中，这座民宿被命名为“山舍”。

“这里有山有水，空气质量极
好，一直是当地人休闲的目的
地，春夏有来翼云湖、石嘴子水
库钓鱼的，秋季有来采摘的，另
外还有爬山、骑行的游客。”“山
舍”老板娘金伟娜提及周边的
环境，语气中不无骄傲，这么好
的环境，是她当初决定在此开
发民宿的原因。

目前“山舍”民宿可同时容
纳四五桌客人用餐，有3个房间

共4张大床。“山舍”民宿开业两
个月来，只靠微信圈、朋友之间
口耳相传，就已经火起来了。大
房间价格198元，小房间168元。
入住率在70％左右，“十一”前五
天则没有空房。“山舍”之后，金
伟娜还准备改造“喜舍”“素舍”

“香舍”，最终达到十座。
在枣庄山亭区，“山里人

家”也租下了村子里的十座民
居，开发民宿。这些民房的原主
人，均为当地精准扶贫对象。

为了学习民宿的经验，金
伟娜四处学习，她说：“我们去
台湾、日本学习过他们的民宿，
还去南方浙江看过。除了学习
他们，我们也要保留一些北方
乡村的风格和意境。”她说，自
己打造的民宿每个房间布置得
很温馨，格子床单，床头摆放有
趣的旅游纪念品，最贴心的是，
每张床上都摆放着叠好的睡
衣，让游客有“回家”的感觉。

在济南，南部山区一直是
济南人近郊休闲的热点目的
地。4日，正在柳埠镇柏树崖村
指导当地民宿建设的济南市历
城区旅游局局长赵彤说，以前，

济南居民黄金周近郊游喜欢
“一日游”，匆匆看完景点之后
下午返回市区家里居住，导致
每天下午回济南的道路一侧车
辆拥堵，今年更多人喜欢住下
来，在民宿体验农家生活。从长
远看，居民这种消费观念的改
变是一个重要的市场信号。

3168个村有民宿
亟需民营资本汇入

“十一”前4天，山东省旅发
委政策法规处处长季将，自驾车
考察体验了鲁中几个地区的乡
村游和民宿业态，4日，他在电话
中向记者感叹：所见到的民宿

“人满为患，火得一塌糊涂”。
其中，淄博市高青县蓑衣

樊村是我省建档立卡的贫困
村，也是旅游重点扶贫村。国庆
第一天，各地游客纷纷在此稻
田钓蟹，湿地泛舟，四处都是白
鹭翩跹，美景如画。季将在其朋
友圈有感而发：“旅游扶贫人心
暖，游客送来金饭碗！”

在淄博博山的中郝峪村，
假期以来，当地民宿一片火爆，

各地市民蜂拥来吃一顿农家
饭。因为人多车多，旅游车几乎
开不进去。

据介绍，目前山东全省组
织开发民宿的村已达3168个，
17个地级市均有分布。从整体
看，除了德州、聊城、东营、菏泽
等几个市相对落后，其他城市
均有大量成熟的民宿业态，尤
其是位于鲁中的临沂、济宁、泰
安、潍坊、淄博等市，其民宿业
态发展迅速，已经在市场中处
于优先位置。滨州还出现了由
北京方面投资，引入西班牙设
计的民宿业态。

季将介绍，今后山东发展
民宿要注重利用社会资本，政
策奖励资金要多向投资民宿的
民资倾斜，充分调动他们的积
极性。另外，要借助旅游特色
小镇的打造，帮助民宿设施
提档升级，提高业态的市场
吸引力。他建议，各级政府和
各部门，如农业、林业、水利、
海洋渔业厅、发改委等部门，
都有切块的农业扶持资金，
应该尽量整合在一起，形成
发展的合力。

■我的节·一起游

国庆黄金周过了一半，要问今年啥业态最火爆？答案是：民宿。
齐鲁晚报记者10月4日多方采访获悉，“十一”期间，山东全省各地
的民宿几乎均告“客满”，有的民宿每间日租价超过五星级酒店，仍

“一房难求”。

枣庄市山亭区旅游警察在翼云石头部落巡逻。

今年“十一”假期，我省的民宿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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