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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政发〔2024〕7号

陵川县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民宿产业发展实施意见的通知

示范区管委会，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及驻县各单位：

《陵川县民宿产业发展实施意见（试行）》已经第十七届人

民政府第四十六次常务会议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

好贯彻落实。

陵川县人民政府

2024 年 5月 24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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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川县民宿产业发展实施意见（试行）

为切实推动我县民宿产业高质量发展，全方位推进我县民宿

扩容提质上台阶，按照文化和旅游部等 10 部委联合下发的《关于

促进乡村民宿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文旅市场发〔2022〕77

号）、山西省旅游改革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促进山西旅游

民宿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晋旅改发组办〔2023〕22 号）

和《山西省乡村民宿业发展规划（2022-2023 年）》，坚持把民

宿产业作为全县文旅康养产业、乡村振兴、“千万工程”的重要

抓手，打造特色化、体系化、集群化、规范化、品牌化民宿新样

板，为晋城民宿产业发展树立陵川标杆、制定陵川标准、提供陵

川样本。

一、完善规划布局

将民宿产业发展纳入全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

规划和乡村振兴实施计划，与《陵川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2021-2035 年）》、《陵川县全域旅游发展规划（2023-2035

年）》等相衔接，整体规划、合理布局、科学定位，明确民宿产

业发展目标任务和工作重点。

1.功能定位。坚持前瞻布局、科学定位，高位推动，着力打

造：太行山精品民宿集聚区。

2.发展目标。以“百村千家万间房”为发展目标（简称“百

千万”目标），力争到 2026 年，初步形成布局合理、规模适度、

http://www.baidu.com/link?url=Pg5mIyOtJkW5fH-dcBAHM10a7JI4Ar8r5TmlarGqh3-TkjD-EFsNXkLmZB5dBed7LXzQZcHleKXgWS2YyimDK8-lWNk3HEiREdEwYpo_w3F46GXqpk37iGIXGaRqbTtT
http://www.baidu.com/link?url=Pg5mIyOtJkW5fH-dcBAHM10a7JI4Ar8r5TmlarGqh3-TkjD-EFsNXkLmZB5dBed7LXzQZcHleKXgWS2YyimDK8-lWNk3HEiREdEwYpo_w3F46GXqpk37iGIXGaRqbT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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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涵丰富、特色鲜明、服务优质的民宿发展格局，全县发展民宿

产业的村庄达到 100 个，经营户达到 1000 家以上，接待房间达到

10000 间以上。其中，星级民宿达到 30%；创建国家丙级及以上民

宿达到 100 家。

3.发展布局。依托陵川县独特生态和人文资源，深度推进文

旅康养产业的融合发展，坚持一宿一景点，做精一村一品牌，引

导一片一特色，形成特色鲜明的精品民宿和聚集群，着力构建两

条精品民宿示范带。分别为：

“太行云顶”精品民宿示范带。西起浙水村，沿太行一号线

延伸至王莽岭景区，联通佛山（《在太行山上》创作地、南太行

第一峰）和王莽岭两大南太行地标，全长 27 公里。突出山地度假、

探险、游玩主题，主要包含浙水、佛山、棋子山、高老庄、马圈、

西庄上、古郊、昆山、王莽岭、马武寨等民宿集聚区。

“太行水乡”精品民宿示范带。西起横水村，沿太行一号支

线石马线延伸至武家湾景区，全长 20 公里。这一示范带主要是利

用当地丰富水资源，突出山水相融、水乡度假主题，主要包括卧

佛庄、横水、黄围山、双底、古石、武家湾等民宿集聚区。

二、实施品牌引领

深入挖掘陵川民宿资源的价值和功能，塑造具有地域特色的

形象品牌。

4.培树民宿品牌。主打太行山品牌定位，将陵川民宿的形象

品牌定位为“太行山精品民宿集聚区”。

5.设计形象标识。围绕品牌定位，委托专业团队设计形象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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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由名称文字、LOGO 图案构成）、宣传口号，制作陵川民宿 VI

手册，形成统一品牌。

6.制定地方标准。制定陵川民宿地方标准。明确民宿的基本

要求、等级标准、星级评定办法、动态管理机制，拟实行三个等

级划分标准，即：将民宿从低到高分为三个等级，分别为三星级、

四星级、五星级，每年开展一次等级评定，实行动态管理。

7.丰富配套产品。结合地域特色，围绕“吃、住、行、游、

购、娱、商、学、养”全产业业态，结合“十大集群”，推出“民

宿+森林康养”“民宿+山地运动”“民宿+农事体验”“民宿+水

乡游嬉”“民宿+冰雪体验”“民宿+古建研学”“民宿+峡谷探秘”

等主题游精品线路，打造民宿主题游；做精传统小吃，开发文化

名吃（状元宴、太行农家宴），推出特色烧烤（黑山羊、虹鳟鱼

等），做足特色餐饮文章；发挥中药材优势，打造“药浴、药膳、

药茶、药理、药礼”系列产品，推出独具陵川特色的中医药康养

民宿体验，丰富民宿配套产品和业态。

三、引导规范发展

坚持规划先行，从规划设计、主题策划、风貌管控等方面，

引导民宿产业向特色化、体系化、集群化、规范化发展。

8.编制总体规划。委托中国民宿行业管理协会组织国内顶尖

的民宿专家团队编制《陵川县民宿产业发展总体规划》，明确全

县民宿产业发展的总体定位、发展目标、工作思路，确定总体布

局、发展路径、要素保障等。

9.建立设计库。围绕“太行山精品民宿集聚区”定位和“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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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精品民宿示范带”布局，突出民宿设计的特色化、差异化、主

题化，建立民宿建筑设计库。深化与国内一流专业民宿设计团队

的长期合作，策划设计一批国内领先的、具有地域属性和文化属

性的民宿建筑设计。

10.推动设计落地。全面推动民宿建筑设计方案库的策划实

施，将设计成果转化运用到民宿产业主体建设、风貌管控、内部

装饰等环节，坚持内外兼修，突出“一院一景、一宿一特”，注

重外部的风格管控和内部的个性设计。

结合陵川民宿现状，出台《陵川县民宿风貌管控规范》，规

范新（改）建民宿建筑标准，建筑高度控制在 10.5 米以下，建筑

密度≤45%。同时，加大违法建设管控力度，对现有民宿（农家乐）

进行整治、改造、提升和周边环境治理，建立长效管理机制，严

厉打击私搭乱建行为，遏制违法建设。

将陵川本地民俗文化、农耕文化、非遗文化、棋源文化、状

元文化、金元古建文化、号兵文化等本土文化特色融入民宿建设，

鼓励民宿设置书吧、咖啡厅、茶座、非遗文化馆、美术馆、农耕

馆（园）、乡村记忆馆、乡村会客厅等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打造

一批有故事、有情怀、有生活的特色精品民宿。

四、优化要素保障

从资金投入、用地保障、证照办理、基础配套等方面，给予

优先支持和服务保障。

11.设立民宿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采取“专项+奖补”的模式，

制定出台《陵川县民宿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试行）》，



- 6 -

从规划编制、方案设计、策划营销、品牌创建、要素保障、人员

培训、基础配套、项目建设、运营奖补等方面予以配套、奖补、

激励，撬动社会投资，大力扶持民宿产业发展。

12.建立民宿产业发展用地储备库。由自然资源、农业农村、

属地政府等牵头负责、协作配合，将民宿产业发展纳入乡村规划，

盘活农村闲置土地、房屋等资产资源，采取五种途径，建立民宿

产业发展用地用房储备库。

由县乡村三级统筹实施，对凋敝房屋采用估价补贴的方式收

回入库储备；对村庄闲置房屋采取回收、租赁、入股等方式进行

入库储备；对村集体空闲的建设用地进行摸底统计入库储备；对

闲置集体资产和国有资产（学校、畜牧站、粮站、卫生院、撤并

村委旧址等）进行摸底统计入库储备；对其它符合乡村规划的未

利用地进行入库储备。

13.创立民宿产业证照办理“极简模式”。在县政务服务大

厅和乡镇便民服务中心设置民宿证照办理专门窗口，“一站式”

受理，文旅、消防、住建、公安、市场监管、卫体等部门和乡镇

政府，明确底线标准，上门指导服务，简化办理流程，联合会签

会审，打造民宿产业证照办理“极简模式”。

14.改善提升基础配套设施。紧密结合乡村振兴、“千万工

程”等政策契机，整合部门资金，在“两条精品民宿示范带”区

域内，优先实施重点村的道路交通、街巷硬化、管线入地、水网

改造、污水处理、人居环境、公共厕所、停车场地等基础配套，

改善民宿产业发展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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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突出人才培养

建立健全民宿产业规划设计、运营管理、宣传策划、市场营

销、专业服务等方面的人才引进和培养机制，提升民宿接待服务

管理水平。

15.打响“陵川民宿管家”品牌。依托晋城职业技术学院和

“双创”基地，采取与浙江莫干山民宿学校等院校联合交流、定

向委培等模式，建立民宿管家培训培养机制，共同培养懂经营、

善管理、高素质、专业化的“陵川民宿管家”人才队伍，打造打

响在全省乃至全国有一定影响力的“陵川民宿管家”品牌。

16.实施“陵川民宿管家”等级评定。依托“创业孵化基地”，

按照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开设与民宿管理服务相关的客房服务、

餐厅服务、中式烹饪、礼仪接待等相关职业工种培训，对考核合

格的颁发国家统一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在此基础上，制定“陵

川民宿管家”地方标准，将同时具备客房服务、餐厅服务、中式

烹饪、礼仪接待等相关职业技能的全科人才纳入“陵川民宿管家”

人才信息库，每年定期开展“陵川民宿管家”等级评定和动态管

理，颁发金牌、银牌“陵川民宿管家”等级证书。

六、强化监管服务

按照政府管理、部门联动、行业自律、企业履责、社会监督

的综合治理格局，建立健全民宿产业发展监管、指导、服务机制。

17.组建民宿产业联合监管机构。县级层面由县文旅局牵头，

市场监管、文旅、公安、消防、卫生、应急等部门联合组建民宿

产业联合监管办公室；按照属地管理原则，由乡镇政府组建民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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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管理服务办公室。严格落实属地和部门监管责任，定期开展

联合执法检查，加强消防、食品、卫生等安全监管，规范市场主

体经营行为，维护市场秩序。

18.建立行业协会实施行业自治。成立民宿行业协会，制定

行业规范，搭建政府与经营者之间的沟通桥梁，协助职能部门开

展信息咨询、技能培训、等级评定、宣传推广等，指导服务民宿

产业规范发展。

19.提升民宿家政服务水平。依托行业协会组建或引进民宿

家政服务公司，组织引导向民宿经营者提供统一标识品牌的民宿

配套产品（生活用品、日用品等）和统一的布草清洗、消杀服务。

七、创新经营模式

坚持“量质双升”的原则，通过三种模式创新经营管理，实

现民宿产业发展数量规模提升和质量品质提标。

20.实施公司化经营。针对国有资本投资实施建设的民宿、

整村开发实施建设的民宿集群，采取“公司+第三方专业运营团

队”、“公司+加盟知名连锁品牌托管”、“公司+职业经理人”

等模式，高品质打造国内一流高端高档民宿，提升民宿品牌知名

度。

21.推动集体化经营。在组织化程度较高的村庄，由村集体

成立“强村公司”，实施闲置土地和房屋收储、民宿产业发展项

目建设和招商引资等，组织引导村民将闲置土地、房屋、资金、

劳务等，通过出租、入股分红、务工等形式，采取“村集体+强村

公司+民宿协会”、“村集体+强村公司+第三方投资经营”、“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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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强村公司+农户”等模式，发展壮大村级民宿产业，增加集

体收入。

22.鼓励自主化经营。由个人或农户投资建设或改造自建房

并独立经营管理的民宿，与庭院经济发展相结合，采取“村集体+

民宿协会+经营户”等模式，统一品牌、统一标准、统一指导、统

一管理，重点发展特色化、个性化民宿，保障民宿发展质量，提

升民宿整体水平。

八、加强宣传推广

充分运用信息化手段，采取“政府主导、协会支持、媒体推

广、市场运作”的模式，加强对民宿品牌和产品的精准营销。

23.借力活动助推。通过组织举办民宿设计大赛、民宿管家

技能大赛、民宿论坛、短视频大赛等活动，加大民宿产业宣传推

广力度，提升民宿产业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知名度，助力民宿产业

做大做强。

24.借助新媒体宣介。通过微博、微信、头条、抖音、小红

书、微电影等宣传平台，统一宣传推广。鼓励发展民宿电商，推

动民宿经济品牌化、电商化发展。

九、加强组织领导

加强对民宿产业发展的组织领导，建立健全相关领导机构和

工作机制。

25.组建工作领导小组和专班。定期研究解决民宿产业发展

中遇到的重大问题，制定民宿管理配套实施细则，强化保障措施，

落实工作任务，统筹协调推进全县民宿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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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制定《民宿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明

确年度发展目标、重点任务、方法步骤、保障措施、任务清单，

全力推进民宿产业高质量发展。

本意见自发布之日起实施，试行期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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