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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坪坝
区 一 农 家
乐 对 餐 厅
内 外 进 行
翻新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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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期间，恰巧一位长辈亲戚想托记者
给他找一家农家乐，以便七八月去避暑纳凉，
但他仍在犹豫：“以前去过一些农家乐，好像
每天就等着那三顿饭吃，没什么耍事。”

统计数据显示，从 2010 年到 2020 年，全
国农家乐企业的注册量如雨后春笋般从 2.6
万激增到14.6万。但这十几万家农家乐大同
小异，吃个农家菜，住间农家房，再到田间地
头或乡间小路逛上一两圈就完事了。这就是
农村生活吗？显然不是，人们之所以来农家
乐，是因为“农家”二字，是为了体验农村的农
耕文化和独特的传统风俗习惯。

要让农家乐重新“乐”起来，就务必要围
绕“农味儿”做文章，注重本土特色、突出“乡
村味道”，让游客在农家乐感受到与众不同的
乐趣。

一方面，要充分利用乡村的好山好水好
食材，把特色鲜明的元素融进去。比方说，近
年来走红的“土味餐厅”，除了将菜品陈列变
成“装饰”外，装修设计大都围绕一个乡土主
题展开，一砖一瓦的摆放往往都经过精心设
计，处处有景，格调淳朴。

另一方面，要在保留传统乡村特色的基
础上，结合当地文化、民俗、非物质文化遗产
等元素，营造沉浸式的乡村消费体验。

最后，要从年轻人对仪式感、新鲜感、深
度体验和情绪价值的需求上做文章。在网上
搜索“重庆宝藏农家乐”，排在前列的大多拥
有露营、烧烤、音乐节、剧本杀等新业态。

消费群体和风向变了，传统千户一面的
农家乐也应及时转变经营理念，打造各具特
色、有滋有味的乡土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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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日报记者 颜安

核心提示

吃农家饭、享农家乐，曾是风靡一时的潮流，也是众多城市居民周末的休
闲首选。然而，近日，一则“全国已有8万多家农家乐注销”的报道引发众人
唏嘘。天眼查数据显示，截至6月14日，重庆有2.63万家名字带“农家乐”字
样的公司，其中有6954家显示已注销。

盛极一时的农家乐真的风光不再了吗？连日来，记者带着疑问多方采访
游客、经营者、协会专家及相关部门，试图探寻在这次产业升级迭代中，农家
乐应何去何从。

6月6日，坐在友缘山庄餐厅的长凳上，见
记者来访，伍红梅的第一反应竟是给记者递来
一张传单。

“早上六七点，我是销售员，到山下的农贸
市场卖玉米，周末或节假日人气旺的时候，我
又成为‘发单员’，去观音桥步行街发传单。如
此一来，本职工作——重庆友缘山庄农家乐的
整体经营和管理，反而像是‘副业’了。”伍红梅
有些无奈地说。

“这是没办法的办法。卖玉米，是为了给
农家乐创收，发传单，是为了给农家乐打广
告。”她解释道。时近正午，能容纳 50多桌客
人的餐厅，只有她与记者两人，声音回荡在空
旷的空间里，尤为响亮。

窘境——
去农家乐的游客少了

尽管伍红梅已如此努力，她也很难以一己
之力扭转局势。

友缘山庄是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
范点、五星级农家乐，其占地有 300余亩，集

“休闲、娱乐、观光、美食、垂钓、集会”于一体，
在农家乐领域应该算是“六边形选手”，但依旧
承受着从车水马龙到门可罗雀的巨大落差。

1986年，我国首家农家乐在四川省成都
市郫县农科村诞生。此后，农家乐开始在国内
蓬勃发展，尤以川渝地区为甚。

友缘山庄的投资人正是来自四川成都，
20多年前农家乐风生水起之时，他一眼相中
成渝之间的合川，在南津街道投资建设了友
缘山庄。

2005年国庆节，友缘山庄开门迎客，在相
当长一段时间里，生意好得惊人，因此不断扩
展面积和充实人手。伍红梅于2007年加入山
庄，并一直干到今天。

所以，伍红梅的努力，掺杂着感情的因素，
但同时也有经营业绩的考虑。“达不到经营业
绩，我要遭扣5%的工资。已经连续几天‘打白
板’了。”她说。

前些年农家乐还是“当红炸子鸡”之时，规
模庞大的友缘山庄就像这个行业的一艘航空
母舰，在前行的道路上乘风破浪。物换星移，
时过境迁，在农家乐消费急转直下的今天，友
缘山庄的家大业大，反而成了其发展的桎梏。

“每个月要做到50万元才能覆盖成本，光
人员成本就要 10多万元。”伍红梅说，眼下这

个人气无疑达不到，“现在的游客出门都不找
农家乐了吗？”

记者调查的结果与伍红梅面临的窘境相
一致，目前，消费者对农家乐的认同度较低。

“很久都没有听过‘农家乐’这个词了，现
在市区周边还有农家乐吗？”

“上次去农家乐仿佛已经是十年前了。”
“唯一一次去农家乐就是高中秋游，那也

是我最后一次去。”
……

“传统农家乐一台电视、一张床的住宿标
准很难再吸引我。”市民赵根生是一名户外爱
好者，前些年喜欢去周边农村的农家乐休闲，
但这两年也不去了。“农家乐各方面条件跟不
上，倒不如自己搭一个天幕，带上卡式炉做点
吃的。”

市商务委服务业发展处副处长张文华坦
言：“早期农家乐有门槛低、复制性强的特点，
这使得重庆主城周边的农村都开始做，乡间的
老房子摆几张桌椅就开张，吃的饭菜也大同小
异，若没有‘出圈’的记忆点的话，大家慢慢地
也就审美疲劳了。”

农家乐数量的减少也传递出一个明显的
信号：在消费者追求个性化、品质化、体验化的
当下，传统农家乐较为单一的服务内容和较低
的体验质量，已无法满足市场需求。

挑战——
从1.0到4.0，转型有“阵痛”

在这一行深耕多年，伍红梅能明显感到行
业的变化：散客和回头客越来越少，需要另想
他法。

早在 2019年，友缘山庄就与一家教育机
构达成合作，引进研学项目；后来，他们又与一
些旅行社搞过联合，引入同学会、战友会等团
队游客。

“但基本上是赔本赚吆喝。”她说，比如研
学，友缘山庄只提供场地，只能赚到学生午餐
那顿饭钱，对于整体经营来说可谓杯水车薪。

市乡村旅游协会和市农家乐产业协会会
长周祥全认为，重庆休闲农业从无到有、由小
到大，大体经历了从吃饭、钓鱼、打牌的 1.0版
农家乐，到依托生态环境的 2.0版度假型休闲
农庄，到适当拉长农业产业链条的多功能型
3.0版休闲农园，再到4.0版的休闲农庄与村庄
融合集聚发展模式。

在这个过程中，抓住风口、成功转型的商
家进入到下一阶段的发展模式，而存在同质
化、基础设施落后等一系列问题的农家乐则搁
浅在时代洪流中。

6月 4日，记者来到周祥全位于沙坪坝区
土主街道土主社区的五星级农家乐——桂龙
缘食府时，他正指挥工人装饰门头。

这次重新装修，整体费用约 300万元，是
一次由内到外的大升级：外立面上，变川东民
居为中式风格；内部装修上，将原来风格单一
的餐厅按照主题装饰为爱之梦境厅、海蓝之谜
厅、紫境星辰厅等，营造氛围感。

“不变化哪行！”周祥全的语气带着坚决。
桂龙缘食府距离融创文旅城不远。10年

来，随着融创茂、高新天街、佛罗伦萨小镇等一
个个文旅项目的投用，桂龙缘的竞争压力陡
增。因此，耗费巨资进行装修，对于周祥全而
言不亚于“壮士断腕”，“不搏一把，或许连翻身
的机会都没有了。”

消费转向之时，市场竞争也在加剧。对于
“周祥全们”而言，如今的竞争对手不单是同
行，也不只是民宿和乡村酒店，甚至连乡村火
锅店、咖啡馆、休闲农场都来“抢业务”。当然，
背后的重要原因是消费群体的年轻化。

的确，现在打开社交媒体，“拍照出片”“重
庆版我的阿勒泰”等关键词早已成为流量密
码。一旦获得这样的评价，年轻的消费者通常
会一拥而上。同时，作为最活跃的消费群体，

“可以买贵的，但不能买贵了”“清醒地花出每
一分钱”也是当代年轻人的一大消费准则，套
路老旧、性价比低的传统农家乐，自然被广大
年轻消费者抛弃。

“新鲜蔬菜、家养鸡鸭、粗粮饭等，市区也
出现了许多主打农家菜的菜馆，没必要再跑到
乡村去吃。”在“95后”消费者杨金玉看来，要
真的在乡村里找到一两家食材正、味道好、体
验佳的农家乐纯属碰运气。“有些农家乐的卫
生、服务跟不上，饭菜口味也一般，水平参差不
齐，有些收费还很贵，很难有回头客。”她说。

“农家乐的减少不能简单视为一个行业的
衰败，而是市场自然选择与产业转型升级的必
然结果。”张文华表示，对于农家乐而言，如何
创新经营模式、提升服务质量，成为摆在经营
者面前的一大课题。

机遇——
服务顾客要从“口味党”变为“体验党”

近几年，农家乐加速了洗牌进程。一边，
许多粗放式农家乐关门歇业；另一边，一些农
家乐则开始朝着升级版农庄模式发展。

6月 4日，北碚区北温泉街道的红熙山寨
正在进行大装修。“寨主”周红看着装修中的博
物馆亲子主题酒店，再看看效果图，若有所思。

早在 2000年，周红就来此创办了红熙山
寨，生意一直不错。“有一年冬天我们搞刨猪汤
宴，最高纪录是一天杀了17头年猪，到最后杀
猪匠的手都抬不起来了。”她回忆。

其时，周边的农家乐也如雨后春笋一般涌
现。这些农家乐大多是夫妻店，经营模式基本
相同：住一宿、吃三顿饭，价格从60多元到100
多元不等。

或许正因如此，这些农家乐的生意在一度
红火之后，很快归于沉寂。周红意识到，不改
革不创新就没有出路。5年前，她将红熙山寨
旁的古树农家乐收购后，开始对农家乐的业态
进行大刀阔斧地调整。

首先，创办西南人文美术馆、山外美术馆
和缙云美术馆，吸引了一批画家在此驻扎并办
画室，用艺术赋能乡村。

其次，利用流转的300亩林地开发了山地
越野车和丛林穿越等项目，给游客带来了不一
样的休闲旅游体验。

周红的儿子刘明璐敏锐察觉到了年轻人
的喜好，在红熙山寨创办了北碚虹吸青年夜
校，开设形体、插画、厨艺等课程，为农家乐带
来了新的收入增量和客群。

山寨与重庆自然博物馆联动，将建设博物
馆亲子主题酒店，并将打造“轻拓展＋树上探
险＋真人CS＋农家休闲”的集体活动一日游
模式。如今，红熙山寨的转型步子越迈越大，
综合年收入有五六百万元。

从“口味党”到“体验党”，这是农家乐服务
转型的主要方向。“菜品上不仅要新鲜、好吃，
而且要健康、营养搭配；客房不仅要舒适，而且
要温馨；甚至连服务人员的微笑和礼貌用语都
需要培训。”周红总结道，有好的住宿、有耍事、
有特色美食才能留住客人。

来自主管部门的数据显示，重庆一年内
仍有 1785家新注册的农家乐；同年全市有 80
多家仍在营业的四星级、五星级乡村酒店。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农家乐依然
有市场需求和发展前景，其独特的乡村风情
和综合性的休闲体验，依然是不少城市人向
往的休闲胜地。

“乡村休闲与旅游的本质是乡村品质生活
的追寻，核心是乡土文化的魅力体验，突破在
乡愁文化之魂的提炼。”重庆师范大学旅游学
院（重庆旅游学院）创始院长、中国旅游研究院
长江旅游研究基地首席专家罗兹柏建议，“自
古以来，田园农家就是人们心心念念的一片乐
土，以‘农’为根，以‘家’为本，以‘乐’为魂，农
家乐才既能‘乐农家’，也能‘乐大家’。”

农家乐最重要的是要有“农味儿”
□ 颜安

巫山县邓家土家族乡，利用海拔
高、气温低等特点，打造生态宜居的农
家乐，吸引了大城市的客人前来避暑纳
凉，体验乡村生活。

重庆日报特约摄影 王忠虎

黔江区
石会镇中元
村 发 展“ 休
闲 垂 钓 、特
色 养 殖 、四
季 果 园 、乡
村 旅 游 、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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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 ，吸 引 了
不少游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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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 。 图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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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碚区
一农家乐修
建了多个风
格各异的茶
室，供消费者
聚会品茗。
受访者供图

南岸区
南山放牛村
的 农 家 乐 ，
食客正在绿
树环抱的餐
厅 ，享 用 特
色农家菜。

重庆日
报记者 罗
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