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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结果：B

关于对市十五届人大一次会议第18号建议的

答 复

李淼淼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加快推进高品质民宿集群发展，助力乡村振

兴的建议”已收悉，现答复如下：

按照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关于在全省开展乡村民宿普查的

通知》（豫文旅办〔2019〕12 号）文件要求，济源于 2019 年组

织召开旅游民宿摸底排查，目前已开业民宿单位 119 家，共有

1302 间客房，面积 56752 平方米；在建民宿单位 12 家，共有 155

间客房，面积 7650 平方米；拟建民宿单位 24 家，共有 1700 间

客房，面积 23094 平方米。

济管文广旅〔2022〕100 号 签发人:牛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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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宿发展规划现正谋划中，依托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

将精品民宿项目建设纳入济源市全域旅游发展规划，济源市以全

域旅游发展理念为统领，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民宿，依据自身特色，

打造吃、住、行、游、购、娱等旅游产品，拉长旅游产业链，让

消费者既能亲身体验乡村生活，又能欣赏田园自然风光，带动农

产品的销售和农村其他产业的发展。其中，那些年小镇、南坪十

八院以茶树种植、茶叶采摘、制作和销售为产业支撑，打造茶道

和茶文化、采茶体验、研学旅行等多种旅游方式；王屋老街以知

晓山居、喜寿康等康养民宿为依托，开发夜游、灯光秀、演艺等

一系列活动，为王屋山景区引流大量游客的同时，也为当地周边

愚公、迎门等村解决了 2000 余名山区群众的就业问题，同时带

动了周边无公害绿色养殖、种植业的发展，形成了以民宿旅游带

动多业联动、多业融合的乡村旅游新业态。

截至目前，携程小有洞天·山居民宿、小十方精品民宿、南

坪十八院、老兵工厂精品民宿、五三一简装精品民宿等系列品牌

民宿，基本构建起济源民宿发展新格局，为民宿产业发展树立了

标杆。小有洞天·山居民宿被评为“河南省首批精品民宿”后，

品牌效应凸显。今年以来，一方面积极引入专业运营团队，1 月

4 日与携程集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挂牌成立携程度假农庄，依

托携程集团先进的运营理念及平台扶持，全面提升济源民宿品质，

并将王屋山周边村民自发形成的 120 余家农家乐纳入民宿运营

矩阵，真正实现“小民宿大产业、小民宿大市场、小民宿大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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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业发展格局。另一方面，将民宿板块向城市扩展，目前小有

洞天·安吉拉城市民宿已挂牌运营，成为品牌输出的第一例，同

时积极与济源宏安豪生酒店、春天时尚酒店等合作，打造城市民

宿产业集群，进一步扩大了民宿的辐射带动效应。

政策方面，近年来济源政府及相关部门颁布了《济源市加快

旅游业发展奖励扶持政策》（济政办〔2019〕21 号文）、《济源示

范区有效应对疫情支持文旅企业发展政策措施》（济管〔2020〕3

号）、《济源示范区加快推进乡村休闲旅游业发展的实施意见》（济

管〔2021〕9 号）、《济源乡村休闲旅游村庄建设奖补细则》（济

乡游领办〔2022〕2 号）等政策文件，文件中针对民宿类项目设

立有奖励扶持资金；济源文广旅局和中国人民银行济源市中心支

行联合发文《关于落实金融支持文化和旅游行业恢复发展政策的

通知》（济源银发〔2022〕55 号），推动金融机构支持文旅产业

政策措施落实，强化辖区内文旅企业的融资保障。

人才培养方面，2021 年 11 月，济源文广旅局牵引指导济源

文旅集团和济源职业技术学院签约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通过

校企文旅项目合作，将搭建起协同创新的科研、管理、教育、实

践平台，同时挂牌设立的“济源职业技术学院教育实践基地和人

才培养基地”，也为文旅集团搭建起人才培养的“直通车”；2022

年，济源文广旅局与清华大学文化创意发展研究院合作，全区选

取 5 个有资源、有基础的乡村，近期将引进“文化产业特派员”，

注入文化创意活力，打造文旅融合、乡村的标杆；聘请中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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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副主任戴学峰为济源首席文旅专家，组建由

清华大学文化创意发展研究院、携程集团、上海睿途文化创意有

限公司等组成的专家智库。

下一步，济源将持续推动构建济源民宿高质量发展体系，推

进“非遗进民宿”工作，依托民宿产业发展，带动济源文旅产业

持续提升，优化供给侧，让游客“来得了、玩得好、留得住”。

感谢您对济源文化和旅游事业的关心和支持。

2022 年 11 月 1 日

联系单位及电话：济源产城融合示范区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6633180

联 系 人：周琦果

抄 送：市人大选工委21份，市政府办公室1份、督查局1份。

济源产城融合示范区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办公室 2022 年 11 月 1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