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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安徽省潜山市按照“政府主导、企业

主创、高端引领、集群推进”的思路，盘活利用闲置

农房校舍，大力发展民宿产业，叫响了“皖美潜宿”

品牌。自2018年第一家民宿“海心谷”建成营业，短

短三四年时间如雨后春笋向环天柱山、沿潜水河、环

浒山湖蔓延，呈现井喷式发展，涌现了海心谷、归云

居、一品峰、清然居、陋室邂逅、西津渡等一大批精

品民宿。“截至目前，建成运营精品民宿70余家，普

通民宿（农家乐）200余家。”[1]初步实现了产品高端

化、业态集群化、环境优质化、产业品牌化，为和美

乡村增添了新色彩，为乡村旅游带来了新活力，为乡

村振兴注入了新动能。

1　“皖美潜宿”品牌形成的条件原因分析

潜山市发展民宿，源于偶然，实则必然。“皖

美潜宿”在短时期内快速发展并形成区域知名品牌，

是先天优越的自然条件和政府及有关部门积极引导推

动的结果。

1.1　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为民宿发展提供了客源

潜山历史悠久，素有“皖国古都、二乔故里、

安徽之源、京剧之祖、黄梅之乡”[2]的美誉，境内有

世界地质公园、5A风景名胜区天柱山，有白马潭等3

个4A、17个3A旅游景区；有5500多年的痘姆古陶烧

制技艺、1700多年历史的“纸类活化石”——桑皮纸

和孔雀东南飞传说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有5000

多年历史的薛家岗古文化遗址、1700多年历史的东晋

太平古塔和山谷流泉摩崖石刻、野寨抗日阵亡将士公

墓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建寺1500多年的三祖禅

寺，为中国禅宗六大祖庭之一。2018年，潜山成为全

国首个以旅游特色县获批的县级市，文化旅游成为潜

山市首位产业，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为民宿发展涵养

了充足的市场客源。

1.2　便利的交通和“四宜”特色村镇建设为民宿发

展提供了的基础条件

潜山地处皖西南中心，合安九、阜六景高铁在

潜山并站分场，105、318国道和沪渝、济广、天天、

岳武东延线4条高速穿境而过，7个出口辐射全域。

潜山距天柱山机场和长江水运码头50公里、1小时直

达，公、铁、水、空立体化交通网络方便快捷，乡村

公路犹如“毛细血管”更是四通八达。近年来，积极

推进村镇硬化、净化、美化、绿化、亮化、文化和设

施配套，加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潜山村庄更漂

亮，环境更加优美。

1.3　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丰富的农特产品是民宿发展

的重要条件

潜山地貌形态丰富多样，现为“国家生态文明

建设示范市、‘两山’理论实践创新基地、中国天然

氧吧。而且潜山土壤富硒、富锌，空气富负氧离子，

‘三富’资源得天独厚，是安徽省县级唯一”[2]。吸

引了很多国内外客人前来康养休闲。随着俄罗斯游客

越来越多，天柱山下已渐渐形成了“俄罗斯村”。优

良的土质和生态气候条件适合很多农作物生长，盛产

雪湖贡耦、天柱香鸭、官庄豆腐、五庙生姜等潜山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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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优质农产品，茶叶、瓜蒌籽等名优特产闻名遐

迩，传统技艺——黄泥粉蒸肉、官庄豆腐、槎水糍粑

和石耳炖鸡等潜山特色美食，让人唇齿留香、流连忘

返。

1.4　大量闲置农房校舍为民宿经济发展提供了便捷

近几年来，由于乡村人口大量外流，闲置甚至

废弃的农房越来越多，“单就环天柱山景区的天柱

山镇、水吼镇、龙潭乡就排查出300余栋闲置农房校

舍，不仅影响天柱山旅游景区形象，也是一种资源的

严重浪费。”[3]农房资源闲置，如何解锁破局？潜山

利用丰富的文化旅游特别是天柱山旅游优势，改造闲

置农房校舍，将其发展成为抢手民宿，既盘活利用了

闲置农房校舍资源，又为经营主体节省了大量资金和

时间。

2　“皖美潜宿”发展的具体做法与经验

2.1　政府主导，积极推动

“‘皖美潜宿’从第一家立项之日起，就深深

的打上了‘政府主导’的烙印。”[3]潜山市民宿协会

会长、潜山第一家民宿“海心谷”业主张家国说，从

项目实施之日起，从规划设计开始，就由政府主导推

动，民宿产品高端化就是潜山市委市政府发展民宿的

主旨遵循。为此，潜山成立乡村民宿发展领导小组，

连续三年召开促进民宿产业发展现场推进会；出台产

业规划，对民宿发展用地、产业融合、基础建设、服

务设施等要素提供保障；制定特色支持政策，对符合

标准的精品民宿实行“以奖代补”。特别是2021年，

成功在全省率先争取民宿特种行业经营许可证发放试

点，使潜山民宿迈出合法经营一大步。《潜山市乡村

旅游民宿等级划分与评定细则》推动民宿走上了规范

发展的道路。

2.2　谋划项目，“双招双引”

旅游主管部门和乡村组织积极引导环天柱山、

沿潜水河、环浒山湖景区周边有闲置农房的农户，

聘请民宿专家“一户一主题”进行设计改造，让越

来越多的闲置房屋蝶变成特色民宿。葛玮、吴君夫

妇就是水吼镇天柱村的民宿达人，先后投入六百多

万元把自家的老房改造成现代徽派风格、高端品牌

的“归云居”民宿，建筑面积600多平方米，每个房

间最大限度地通过开窗将天柱山的景色引入室内，让

游客“宿”在风景里。鼓励在外发展的成功人士返乡

创业。官庄镇平峰村村民胡九红响应乡村号召返乡建

起了“一品峰”民宿，建筑面积达2000平方米，整体

徽派建筑，白墙黛瓦，亭台楼阁，古色古韵。餐厅、

客房、会议室、卡拉OK厅等配套齐全，山庄还设有

房车、停车场、茶叶加工厂。房前小溪蜿蜒，水流潺

潺；屋后群山环抱，树深林茂，鸟语花香。吃的是山

野菜，喝的是山泉水，呼吸的是负氧离子，洗胃清

肺醒脑，吸引了大量游客慕名前来旅游度假、休闲养

生。民宿主杨学飞原是龙潭乡万涧村村民，20多年来

一直在湖南、广东经营民宿项目，天柱山发展让万

涧村民宿业前景看好，于是回乡总投资5000万元，在

索道站附近建起了占地15亩的“万涧旧你最好”大型

民宿项目，即将投入运营。同时，大力推进“双招双

引”，海心谷、天鹅堡、槎水慢庄、陋室邂逅、森山

云宿等精品民宿，都是外地客商来潜建成运营的，外

地客商不仅带来了投资，而且带来了先进经营理念和

营销方式。可以说，如果没有张家国、吴美星、郑孝

和等外来市场人才的加盟，就不会有今天“皖美潜

宿”这个响亮的品牌。

2.3　优化环境、强化配套

潜山近年全面完成乡村交通干道工程建设，提

升乡村公路安全等级水平；“完成民宿群区生活污水

处理项目，完成旱厕改造全覆盖、安全饮水全覆盖、

电网改造全覆盖”[4]。2022年，政府支持在天柱村万

山民宿片区全面实行强弱电入地，路边再无杆线遮

拦，极目皆是如画风景；天仙峡片区还建成玻璃栈道

和水道滑车、漂流等配套旅游休闲项目；启动整村整

片美丽庭院建设项目，全面提升人居环境，为民宿

发展增添了后续力量；常态化开展文明创建，组织

党员志愿活动，民宿集中区节假日随处可见“红马

甲”“服务点”；同时，乡村组织还为村民担保发放

民宿专项贷款，帮助民宿经营户及时申领民宿建设奖

补资金，最高达到160万元，有效解决了经营户建设

资金问题，良好的服务和配套为“皖美潜宿”源源注

入“能量源泉”。

2.4　成立协会，规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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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指导成立市乡村三级民宿协会，会员全

是民宿经营户。协会既是“管理员”，又当“服务

员”，积极与文旅部门和风景区沟通衔接，为民宿企

业对接规划服务、强对外联络，帮助经营户开拓市场

客源。“水吼镇卧龙山庄业主葛结林，经营民宿多

年，有丰富经验和优势，近年来他积极协调周边闲置

老屋，让更多村民参与经营民宿，还把自己经营心得

无私传授给民宿新人、把联系的客源友情推介给新经

营户。”[4]同时，协会还加强对会员进行业务培训，

提高互联网营销水平，积极引导业主加强行业自律、

自觉规范经营，“助推潜山民宿行业从‘游击队’到

‘正规军’，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发展’，逐步

走上规范管理、良性发展的‘快车道’”[5]，共同打

造和叫响了“皖美潜宿”品牌。

3　“皖美潜宿”发展成效和特点

3.1　“皖美潜宿”发展成效

“皖美潜宿”起步较晚，一开始就“踩着巨人

的肩膀”，所以潜山民宿多数为中高端民宿，而且发

展速度非常快，在皖西南、在安徽、在长三角地区已

经享有一定的知名度。

3.1.1　有力促进了乡村振兴

潜山把小民宿做成了乡村大产业，发展成旅游

大市场，让乡村“老房子”成为“网红打卡点”“闲

置农房”变成“乡愁客栈”“传统古村落”蝶变成

“旅游新地标”，村民从“守着好风景”到“吃上旅

游饭”，民宿经济已经成为乡村振兴的新动力、农民

增收的新亮点。“皖美潜宿”“宿”造了美好乡村生

活。一是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2023年潜山民宿接

待游客20万人次、经营收入达6亿元；二是稳定带动

当地村民就业，直接提供就业岗位700余个，间接带

动就业8000余人，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三

是带动了周边农家乐和直播电商等新业态发展，促进

农特产品销售，形成了乡村发展新的经济增长极；四

是促进了集体经济发展，水吼镇天柱村在引导村民发

展民宿的同时，“村集体多方筹资投入800万元，建

成了拥有40个标准房间的森山云宿，并成立天柱村民

宿发展服务公司，既为经营户提供营销和相关服务，

2023年村集体收入达到97.8万元”[4]。正是民宿经济

蓬勃发展让天柱、茶庄、万涧这些昔日偏远穷山村走

上富民强村之路。

3.1.2　成为乡村旅游的重要支撑

通过打造富有潜山特色、传承民俗文化的精品

民宿，吸引了大量的社会资本和经营人才，盘活了乡

村大量闲置资源，创造出小而精、小而美、小而特的

多元体验产品，既满足了城市人对乡村自然生活的向

往，又使得民宿本身从旅游配套产品发展成为旅游重

要吸引物，从乡村旅游的配角转变成主角，成为全域

旅游发展的新引擎。

3.1.3　成为天柱山旅游的重要补充

环天柱山发展民宿，不仅丰富了天柱山旅游内

容，成为天柱山旅游的重要补充，而且有效拉长了旅

游链条，反向为天柱山旅游带来了稳定的客源，形成

相互策应互为支撑的良好态势。“在以前，天柱山旅

游大多是一日游，很多游客都不过夜，天柱山就像是

一个旅游的观光地、中转站。”[3]现在，游客白天山

上观光看景，晚上山下休闲康养，获得了舒适优质的

旅游体验。近年来，天柱山不少回头客就是冲着山下

民宿康养而来，助推天柱山旅游从单一观光游向休闲

度假体验游转变，向更深层次、更高质量、更可持续

方向发展。

3.2　“皖美潜宿”发展特点

3.2.1　产品高端化

鉴于潜山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优势，确立了

发展中高端精品民宿的市场地位。2023年，“海心

谷”“陋室邂逅”“一品峰山庄”“云山影”“西津

渡”“清然居”“林韵山居”七家民宿入选安徽省

“皖美金牌民宿”，“张家国投资的海心谷民宿还获

评全国首批乙级旅游民宿，全国民宿57强”[3]。

3.2.2　业态集群化

潜山民宿是从环天柱山、沿潜水河、环浒山湖

向周边扩展蔓延的，因而具有鲜明的集群化特征。通

用景区的盘山公路两边，民宿随处可见，或独立成

栋，或几家相连；田园风格、徽派风格、简约风格、

复古风格应有尽有。仅天柱村万山民宿群就有归云

居、馨怡庄园、水云间、云山影、山花海等十几家民

宿建成运营，还有11家民宿正在改造提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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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环境优质化

潜山市加大民宿发展区道路、通信、停车场等

基础配套设施建设，“通乡到村达景‘彩化+黑色

化’旅游公路300余公里，实行城乡公交一体化，串

联70余家民宿与17家3A级以上景区景点，配套建成

生态停车场20个、车位170个，布建并网5G基站501

个、光纤和4G网络实现全覆盖” [6]。同时，引导民宿

主对周边环境“微景观”进行改造，打造花园式人居

环境。

3.2.4　产业品牌化

实行标准化管理。出台《潜山市乡村旅游民宿

等级划分与评定细则（试行）》，细化乡村民宿管理

原则、开办要求和程序、经营规范、服务与监管等，

明确星级民宿评定标准、准入门槛和退出机制。突出

特色化服务。按照“一民宿一主题”，打造了茶庄酒

墅酒文化、知竹轩竹文化、西津渡阅读文化等特色主

题民宿30余家。

4　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4.1　民宿发展有“质量”缺“数量”

潜山现有民宿200多家，总床位数超1000张，但

作为致力发展全域旅游的县级市，相较于游客量，民

宿承载尚未形成有效供给。虽然精品民宿能在一定范

围内产生“皖美潜宿”品牌效应，但数量规模不足也

限制了品牌影响力和知名度。

4.2　民宿开发有“点状”缺“片状”

从现有布局来看，民宿个体户投资大多是选择

距离景区较近、基础条件较好、区位条件优越的“独

栋”闲置房屋，通过流转、收购等方式改造修缮而

成，主要集中在环天柱山、沿潜水河、环浒山湖区

域，但目前尚未对全市适宜发展民宿的闲置房屋资

源、宅基地资源进行规划布局和有效开发。

4.3　民宿配套有“硬件”缺“软件”

前期结合“四宜”特色村镇建设，对民宿集中

区周边进行了“绿化、亮化、黑化、彩化”，补齐了

基础设施短板，但是民宿业态比较单一，没有形成

“吃喝玩乐住”的全产业链，更无法提供会务、会

餐、会客等团体性活动服务，降低了城市游客和团队

游的期望值，影响了民宿“朋友圈”的扩张和“回头

客”的积累。

4.4　民宿经营有“情怀”缺“技巧”

潜山市民宿经营模式最典型的是“夫妻档”，

待人热情，但服务水平不高，缺少私人定制的专业化

服务；大多亲力亲为，用工较少，带动效应不强；宣

传营销的手段比较传统，很少通过网络宣传推介，难

以获得“网络流量”关注。民宿经营也多是“单打独

斗”，缺少“组圈”“抱团”意识。

4.5　民宿风格有“形同”缺“独特”

不少民宿在形式、内容等方面缺乏创新。无论

是建筑风格、室内装潢，还是食宿服务都非常相似。

有些业主出于个人情怀，想到某种风格就开始做，不

同程度地存在着忽视源于乡村的农耕元素，设计理念

与村情村貌相脱节，甚至与当地景观不和谐的情况。

5　“皖美潜宿”进一步发展的对策建议

潜山市民宿尽管发展很快，成效也十分明显，

“皖美潜宿”品牌已经形成。但总体客观地看，目前

还是以家庭型、粗放型为主，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

未来，必须在规划布局、资本引进、业态丰富、特色

培育、品质提升和营销方式等方面全面改进提高。

5.1　进一步做好民宿发展规划

坚持全市“一盘棋”，形成民宿发展“一张

图”。对适宜发展民宿的个体、适宜成片开发的区域

和宅基地、村集体建设用地等情况进行精准摸底统

计，进行科学布局开发，加快串点成片、串珠成链，

使“皖美潜宿”规模再上台阶。“还要根据资源条件

和市场定位，科学设立民宿重点发展区域。”[7]在鼓

励民宿发展的同时，还要合理设定门槛，不能急功近

利、一哄而上，谨防民宿服务供大于求。

5.2　引入多元资本和专业人才

当前，旅游业发展正处于“风口期”，民宿产

业前景广阔，但仅依靠村民和乡村的力量显然是不够

的，如何引入社会资本人才是关键。必须加快引入社

会多元资本和专业人才，以市场的思维、资本的力量

推进民宿业高质量发展。要注重“平台+专业团队”

合作招引，通过资本合作或招商运营的方式，引进沪

苏浙等发达地区意向资本和专业团队加盟。要深化

“村集体+农户”合作发展，以农民自愿为前提，以



·33·乡村振兴中国农业文摘·农业工程  2025年第3期

闲置房屋、宅基地、农田山地入股，变融资为投资，

形成集体带农户的产业发展联合体，实现互利共赢。

5.3　展现潜山区域文化特色

“好的民宿，不是只用来吃和住的，还应重视

文化体验，让游客真正能体验当地的生活方式和文化

独特性。”[8]要进一步叫响“皖美潜宿”品牌，就必

须从设计理念上下功夫，在体验内容上做文章，差异

化发展、个性化打造，走“一宿一品”的发展路子。

要充分挖掘和传承乡土文化，融入山水河湖、田园非

遗、名人历史、产业饮食等潜山元素，推动乡村旅游

与传统文化深度融合，为游客创造了更加丰满的文化

体验，形成“皖美潜宿”的特色优势和核心竞争力。

5.4　全面提升民宿服务品质

服务是当前潜山民宿最大的短板。要让潜宿更

加“皖美”、品牌更响亮，必须加强对民宿主和员工

进行培训，规模大的民宿要引入先进的管理团队，真

正以“家”的理念经营民宿，让游客感受到“归家”

的温馨自由、“如家”的舒适放松，满足游客“宾至

如归”的体验和多元个性化的服务需求。

5.5　改进营销方式，多元宣传推广

认真开展网络营销，利用时下主流媒介微博、

微信公众号等运营推广；利用相关媒体、各旅游网站

及微博大V等宣传推荐，提高“皖美潜宿”的知名度

和美誉度。实行集群整体营销，集群内信息共享、业

务同创和品牌共建，提升潜山民宿产业的影响力和竞

争力；搭乘数字化快车，加快民宿智慧化改造，建设

运营“一部手机游潜山”智慧旅游平台，做到信息互

通、客源互送。

5.6　拓展和丰富“民宿+”旅游新业态

结合潜山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培育“民宿

+康养”“民宿+研学”“民宿+避暑”“民宿+冰

雪”“民宿+非遗”“民宿+美食”等多元延伸产品，

把民宿由单一的住宿点升级转变为多元业态联动发展

的“乡村文旅综合体”，让入住客人融入农村、农业

和农民的生活之中，从而获得不同体验和乐趣，进一

步挖掘民宿内外附加值，提升盈利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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