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2024年6月24日 星期一

■编辑:姜福涛 美编:赖璇莉 传真:83762629 E-mail:fzrbfzrb@126.com
■更多资讯 详见

福州新闻网www.fznews.com.cn 党报热线83751111 手机上网m.fznews.com.cn

综合

民宿是满足游客需求、提升旅
游体验的重要载体，发展民宿产业
是促进文化和旅游消费的重要途
径。近年来，在旅游市场热度不减
和政策的加持下，越来越多的房屋
加入民宿行业赛道，城区特色民宿
从无到有、越开越多，成为游客了
解福州文化、拥抱美好生活的一扇
窗。不过，福州民宿赛道也面临

“旺季房不够，平时不满房”等痛
点，如何做好城区民宿文章，变流
量为留量，助力旅游产业高质量发
展？连日来，记者实地探访城区民
宿较为集聚的烟台山，寻找答案。

现象：
景区老建筑 变身特色民宿

走进仓前路天安里2号的福州
烟山方舟行馆，后现代维多利亚装
修风格融入众多烟台山文化元素，
让人眼前一亮。漫步其中，与烟台

山相关的图文、书法作品、书籍等
随处可见。

这是福建省旅游协会及仓山
区首批授牌的民宿，也是烟台山历
史建筑活化利用的经典案例。“这
栋楼高19.5米，前身是创建于1915
年的播捷会馆，是我国近代新式旅
馆的代表，也是烟台山 100多栋近
现代历史建筑中最高的一栋。”烟
山方舟行馆创办人游达夫告诉记
者，2020年接触这栋建筑时，便被
它的气质深深吸引。经过精心设
计、装修，以及15个月的试营业后，
烟山方舟行馆于去年 3 月正式开
业。“烟山方舟植根烟台山文化，定
位是以现代方式运营的烟台山文
化主题民宿，努力打造沉浸式驻享
体验。”

转到古树参天的槐荫里，三栋
满载故事且风格迥异的老洋房
——槐荫里 1号、2号和 4号，已经

变身极具特色的蝶园老洋房酒店。
轻摇槐荫里 2号门前的铜铃，

一个精致美学空间迎面而来：洋房
原主人后代的“欢迎信”、主理人原
创的“我家”系列风景海报、经典红
黑撞色的螺旋楼梯、带有浓郁民国
风与蝶园美学色彩的室内装修和
家具，让人眼前一亮。

主理人兼设计师李辉告诉记
者，槐荫里 1号为中西融合式木构
建筑，2号为西式洋房，原是鹤林英
华中学教导处主任王穆和先生的
私宅，4号则为英式建筑，典型的维
多利亚时期风格三层砖木结构。

此外，仓观顶巷 8号的院落式
传统民居，民国时期曾为仓山区第
五警察署驻地。如今，这里的部分
区域已被打造成栖隐烟山民宿，也
吸引了不少游客居住。

痛点：
旺季房不够 平时不满房

记者注意到，已经开业的景区
民宿特色分明。蝶园作为烟台山
首个人文精品民宿，主理人为之倾
注了大量心血，空间里不乏中国红
海棠花玻璃、紫铜锻造的锤纹浴
缸、由整张巴西进口带毛牛皮与斐
济百年棕榈木制成的纳瓦霍人扶
手椅等特色物品。

“我们 3个楼层的布局各有特
色，一层以烟台山闻名遐迩的‘古
厝+银杏叶’为基础氛围，二层呈现
精致且精彩的烟台山旅居情境，三
层通过营造人鸟角色互换的氛围，
引发朋友们对旅居价值的重新思
考。”游达夫介绍，烟山方舟行馆还

精心雕琢了注视烟山、呼吸烟山、
探索烟山等八大高光体验维度，通
过“艺文走廊”主题书画、“方舟时
光”专属空间香氛、“依窗悦读”及
东梯探索分享等，让居停友人在榕
乐享旅居之美。

特色鲜明的景区民宿深受游
客欢迎。据介绍，烟山方舟行馆自
开业以来，入住率为 60%~70%，其
中 2/3的客人来自外省，特别受江
苏、浙江、上海客人的青睐。栖隐
烟山民宿联合创办人周静称：“今
年 4月开业以来，入住率达到 60%
以上。”

不过，在业内人士看来，当前
景区民宿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并不
容易。根据民宿管理指导意见，单
栋房屋客房数不超过14间，建筑面
积不超过 800平方米，而民宿普遍
的回报周期要 6.2年以上，“旺季房
不够，平时不满房”是痛点之一。
部分经营者甚至把这个痛点列为
民宿的死穴，要么埋怨休假制度不
合理，要么埋怨天气不好导致入住
率低。

破局：
合力打造旅游目的地城市

面对困境，民宿经营者们正在
积极破题。

栖隐烟山做足服务文章，民宿
里的仿古装饰、定制浴袍和蚕丝
被、为客人准备的茉莉花茶和茶点
等，给入住的人带来舒心的体验。

开业以来，李辉更是打开思
路，通过输出蝶园设计红利，发展
品牌城市巡展、品牌沙龙、婚礼排

队、婚纱秀场等复合业态，为民宿
注入活力。

“从可持续的角度看，民宿是
有门槛的，对市场有清醒的认知、
专业测算投入产出、良性的顶层
设计、适度规模，以及加分的运营
团队，都是关键。”李辉认为，福州
旅游资源丰富，城市文旅红利释
放得快，景区民宿还可以再爆发
一下。

陈文龙也十分看好福州景区
民宿前景。他是烟台山一家韩国
料理店的负责人，在亭下路附近投
资了文川一舍民宿。“主打民国风，
正在装修，计划 7月底开业。”陈文
龙透露。

除了是烟山方舟行馆创办人，
游达夫还是福建师范大学教授、全
国旅游民宿等级评定与复核专
家。在他看来，福州民宿发展虽然
起步晚但是起点不低，具有后发优
势。

“从 2021年到现在，福州市备
案的民宿发展到约100家，可以说，
民宿经营者们花了时间、精力和心
血，做出了一些能代表所在地气质
的产品和作品。”游达夫说，推动福
州民宿行业健康良性发展，关键是
多方合力将福州打造成为旅游目
的地城市，做到客流的峰谷平滑。

“这需要一个过程，比如政府加强
引导、从业人员不断成长、加强东
道主意识等。”

不过他也提到，民宿属于玩法
经济，是内容经济的升级版，不同
玩家玩法不一样，“只有抱着好玩
的心态，才能做出好玩的时空。”

在人们的印象中，南方城市
福州，似乎很难与冰雪运动联系
起来。但是，日前在福州落幕的
福建省首届滑雪机挑战赛，展现
了这座日新月异的城市更为多元
的面貌，冰雪运动逐步进入福州
人的生活。

北京携手张家口申办2022年
冬奥会以来，在“带动三亿人参与
冰雪运动”的目标感召下，国内冰
雪运动加快了“南展西扩东进”步
伐。作为没有冰雪的南方城市，

“北冰南展”在福州进展如何？遇
到了哪些难点？记者就此进行了
一番调查。

明星效应避暑需求
为推广添了一把火

2014 年底，福州迎来第一个
人造冰场——世纪星冰场，这为
没见过真冰雪的南方孩子提供了
接触冰上运动的机会。“我还记得
刚开业的时候，有十多万人涌入
冰场，体验冰上滑行的乐趣。”福
建省冰雪运动协会会长王威鹏仍
清晰地记得当时的盛况。

但好景不长，之后的两三年，
冰场的生意渐渐淡了。

“若说南方地区的冰雪运动
热潮何时掀起，答案一定是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后。”王威鹏的妻子
芦美嘉说。芦美嘉曾是五届全国
单人花样滑冰冠军，退役后成为
一名教练员，与丈夫一起在福州
推广冰雪运动，见证了福州世纪
星冰场刚落地时的红火。

南方夏日炎热，福州更甚，冰
场便成为避暑胜地，不少市民选
择来体验“脚下生风”的感觉。与
北方城市相反，5 月至 10 月是世
纪星冰场的旺季。据王威鹏介
绍，周末的客流量可达几百人，其
中除了滑冰爱好者外，还有很多

“追星党”。
“我的偶像是羽生结弦，他的

努力和坚持始终激励着我。”20岁
的滑冰爱好者小林告诉记者，她从
2015年就开始关注羽生结弦，也被
羽生结弦滑冰时的帅气与柔美深
深吸引。“追星心理”让小林开始了
解花样滑冰规则，也让她决定开始
学习滑冰。“我们的粉丝群里共有
1000多人，70%左右的粉丝都因为
喜欢他而开始接触滑冰。”

北京冬奥会上，谷爱凌、王
濛、武大靖等运动员表现优异，更
多的产品代言和综艺演出增加了
冠军运动员的曝光度，也让他们

收获了一众粉丝。“迷妹迷弟”为
向偶像看齐，开始了解并接触花
样滑冰、单板滑雪、短道速滑等。
明星效应无疑为推广冰雪运动添
了一把火。

出生在北方、目前在福州读
书的小学生铭泽，一直怀念在冰
场上飞驰的感觉，位于世欧王庄
的世纪星冰场极大地满足了她

“上冰”的愿望。
“对北方人而言，冰雪带来的

快乐是抹不去的记忆。很高兴福
州还能有这样一块地方，实现孩
子的冰雪梦。”铭泽的妈妈告诉记
者，办十次联票的话每次上冰 60
元钱，不限时长，这个价格大部分
消费者可以承受。

场地稀缺装备昂贵
拉高参与门槛

近日，福州气温逐渐攀升，也
即将迎来暑假。记者在世纪星冰
场观察到，周末来冰场体验冰雪
项目的人络绎不绝。有初学者，
也有跟着教练专门学习花样滑冰
的“发烧友”。

在记者感叹“北冰南展”成效
显著之时，世纪星冰场负责人却
表示，冰雪运动在榕普及度仍有
待提升。

对于大部分南方孩子来说，
冰雪运动可谓“新鲜事”，但为何
在普及时仍存在瓶颈？原因可以
从以下几个方面探寻。

首先，气候原因导致福州冰

雪运动场地稀缺，参与群体自然
较少。在南方参与冰雪运动的人
比北方城市少，随之而来的，便是
南方人对冰雪运动的刻板印象
——“北方人专属”。

“很多家长觉得这些是北方孩
子玩的运动，在初次尝试之后，便
没让孩子继续学习了。”王威鹏说，
实际上南方人的体型较为纤细，身
体素质也很好，很适合滑冰。

除此之外，经济条件也是制
约“北冰南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两个月前，福州滑雪爱好者
布丁（化名）在社交平台晒出自己
过年期间在东北滑雪的视频，她
身上穿着的是新买的X-BIONIC
滑雪功能内衣和 BURTON 滑雪
服。布丁告诉记者，除了服饰外，
她还更新了滑雪镜、滑雪板、滑雪
鞋等，全身上下的装备加起来，价
格高达 4万元。“滑雪是一项极限
运动，装备必须能确保自己的安
全。”布丁说。

记者了解到，滑雪镜能避免
雪盲，速干内衣保暖透气性能好，
有些滑雪服带有 GPS 定位功能，
但较为高昂的价格往往使很多滑
雪新手望而却步。

技术进步校园推广
带来可喜变化

对福州来说，开展冰雪运动
虽有难度，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已
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冰雪项
目中，体验冰雪运动的快乐。

近两年，被称为“冰上国际象
棋”的冰壶运动，因为“生态冰”技
术的推广，在福州渐渐热了起来。

“生态冰”是福建万聚福冰雪
体育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新技术，
不受气温、场所等限制，无论室外
还是室内都可以长期稳定使用，
能满足冰上运动需求。“真冰冰壶
在南方比较难开展，我们研发出
的‘生态冰’适用于陆地冰壶。”万
聚福冰雪体育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长张祖爱说，在生态冰上打冰壶
的体验感和真冰非常接近。

前国家冰壶队队员、全国冰
壶锦标赛女子冰壶冠军王紫悦是
哈尔滨姑娘，2021年 3月，在张祖
爱的盛情邀请下，她跨越几千公
里来到福州扎根，进行陆地冰壶
的教学和推广。让她欣慰的是，
历经三年的时间，冰壶运动在福
州生根发芽，越来越多的中小学

生参与其中。
2022 年，福州小柳小学建设

了陆地冰壶场地，并把陆地冰壶
作为课后兴趣社团在学校推广。
2023 年，小柳小学冰壶队参加了
省教育厅主办的福建省中小学生
冰雪轮滑比赛，取得了全省第四
名的成绩。

“为响应国家‘带动三亿人参
与冰雪运动’的号召，让更多南方
的孩子体验到冰上运动的乐趣，学
校不遗余力地引进了陆地冰壶，冰
壶社团会一直办下去。”小柳小学
校长陈颖表示，开展冰壶运动可加
强团队协作能力，对于提升学生的
综合素质和推动校园文化的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

可喜的是，今年，一家专业的
陆地冰壶馆落地马尾海峡高新双
创产业园，引来不少人“尝鲜”。
同样的喜人进展发生在福州首家
滑雪俱乐部 panda snow 内。摆
臂、加速、飞跃、抓板……5 月 26
日，一场激烈的滑雪机挑战赛在
panda snow 内举行，选手们在数
字智能滑雪模拟机上尽情地展现
自己的风采。这是福建省首届滑
雪机挑战赛，也是全省首场雪上
项目赛事，是我省冰雪运动发展
的重要节点，让福州人离滑雪不
再遥远。

panda snow创始人刘晔告诉
记者，“福雪飞扬”福建省首届滑
雪机挑战赛是福建省雪上项目赛
事“零的突破”。据悉，已有近
7000人在该俱乐部体验了滑雪运
动，近 60 名滑雪爱好者通过了 2
至4级滑雪考级。

“我们与华威四季幼儿园合
作，开展冰雪运动进校园，设立了
滑雪攀岩体验日。”刘晔说，希望
能尽己所能开展冰雪运动普及，
让冰雪运动的种子在孩子们的心
中生根。

淡季客不够 旺季房不够
城区民宿如何做出个性实现淡季不淡

本报记者 王玉萍

登革热进入高发季
早晚出门注意防范花斑蚊

本报讯（记者 林文婧）日出前后和日落
前这两个时间段，温度适中，阳光柔和，是家
中老人和小孩散步的好时机。在享受美好时
光时，却经常被一种小而黑白相间的蚊子“骚
扰”，它就是人们常说的花斑蚊，学名叫白纹
伊蚊。昨日，福州市疾控中心提醒市民朋友，
夏秋季是登革热高发季节，白纹伊蚊是登革
热的主要传播媒介之一，其出没时段与人们
的活动时间基本一致。

福州市疾控中心主管医师方海银介绍，
登革热是一种由登革病毒引起的急性虫媒传
染病，主要经伊蚊叮咬传播，引起患者发热、
头痛、皮疹等症状。同时白纹伊蚊还是基孔
肯雅病、黄热病、寨卡病等的传播媒介，严重
威胁人们的身体健康。

白纹伊蚊分布在我国北至辽宁中南部，
西至陕西宝鸡、西藏南部的辽阔地域，在福州
市常监测到白纹伊蚊的存在。日出前后和日
落前是它们叮咬人的高峰时段。据介绍，白
纹伊蚊成蚊最容易出现在阴凉的树荫下、草
丛边、凉亭、池塘边或者下水道附近。

为减少白纹伊蚊孳生，疾控专家提示，应
该采用多种手段清除孳生场所，例如封盖水
缸、填平洼坑、废用水塘、疏通沟渠、排清积水
以及清除废弃的塑料薄膜袋、易拉罐等垃圾
容器。同时，应清理住家及周围各类无用积
水；保持住家及周围环境卫生整洁，清除各种
卫生死角和垃圾；人、畜饮用水容器或其他有
用积水容器5至7天彻底换水一次。

外出如何防蚊咬？专家提示，尽量选择
穿长袖长裤，增加遮盖面积，减少皮肤暴露给
蚊子的机会。白纹伊蚊最喜欢停留在黑色衣
服上，所以大家外出时尽量穿颜色比较浅的
衣服。此外，裸露皮肤部位可喷洒驱蚊剂，露
营或者住宿尽量安装蚊帐、纱窗等。如果出
现发烧、皮疹等疑似症状，应及时就诊并主动
说明被叮咬的情况。

北冰南展，如何破冰？
——福州冰雪运动发展观察

本报记者 陈君沂 谭湘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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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条公交线路
调整停靠站点

本报讯（记者 朱榕）为方便群众出行，26
日起，111路和19路公交线路变更起讫站点。

111路起讫点调整为金山公交总站—上
柳路北，增设上柳路北站。车辆从金山公交
总站发车，按原线路行驶至满洋新秀站后，继
续行驶满洋路、上柳路至上柳路北站，返程亦
同。

19路起讫点调整为尤溪洲（东）停车场
—上柳路北，增设上柳路北站。车辆从尤溪
洲（东）停车场站发车，按原线路行驶至满洋
新秀站后，继续行驶满洋路、上柳路至上柳路
北站，返程亦同。

庆庆““六一六一””冰上亲子活动之冰壶专场冰上亲子活动之冰壶专场。（。（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位于烟台山的蝶园老洋房酒店位于烟台山的蝶园老洋房酒店。。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王玉萍摄王玉萍摄

闽清桔林乡举办
乡村文旅活动

本报讯（记者 阮冠达）为激发文旅消费
新活力，6月22日，由闽清县桔林乡政府主办
的桔林乡“云途溢书香·尚行伴乐音”乡村文
化旅行活动在尚德村隆重举行，吸引村民、民
间乐团、游学团队等400余人参加。

据悉，活动以乡村音乐晚会为主体，精彩
节目轮番上阵。表演者们精神饱满、热情似
火，赢得阵阵掌声。不少游客也纷纷上台，参
与到“乡村音乐会”中，小小的舞台洋溢着满
满的幸福。

桔林乡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活动为游
客提供了一次难忘的乡村文化旅行体验，擦
亮了“云上尚德”旅游品牌，进一步提升了桔
林乡尚德村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激发乡村旅
游的内生动力，带动乡村经济增长。

鼓岭情最动人
（上接1版）一些家族在中国生活三代以上，
他们中的许多人在福州出生。福州是他们的
第一故乡。

“在来这里的路上，我遇到一名格致中学
学生，非常亲切，因为我的祖父曾在格致中学
教授科学、生物。”故人重逢，李·加德纳高兴
地打开了话匣子，他的祖父、父亲均在福州协
和医院出生。

李·加德纳是“鼓岭故事”主人公密尔顿·
加德纳的侄孙，他有4个哥哥、1个姐姐，全部
在福建出生。密尔顿·加德纳曾在鼓岭生活
了9年，临走时他对小伙伴说“我一定会回来
的”。但是，这个梦想一生未能实现。故土难
离，加德纳家族的几支后裔曾在不同时期回
来寻根，在鼓岭、福州的美好回忆促使他们一
次次踏上归途。

“这是我第六次来到鼓岭。”李·加德纳
说，最近一次是 2023年，他在格致中学内取
走一罐土。为表示感谢，他回赠了产自美洲、
能吸引蝴蝶的香草。李·加德纳说：“我叫它
友谊之草。”

福建师大附中代表高兴地向大家介绍，
2013年，学校启动中美高中课程实验班，聘
请美籍外教授课，每年招收120名学生，致力
于“鼓岭缘”在下一代青少年之间延续。这些
毕业生中，有很大一部分考入美国的高校，教
育合作越来越频繁、深入。

历史是一面镜子，在回望历史中感受美
好的情谊，相逢中展开更美好的未来，鼓岭正
成为中外友好交流交往的国际平台，也给人
们更多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