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朱亚平报道：1月11日，
记者从市文旅局获悉，全国旅游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2022年全国甲级、乙级旅游民
宿评定结果公示，经旅游民宿自愿申报、
省级等级旅游民宿评定机构初审，全国旅
游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最终评定后，认定
71家民宿基本达到甲级、乙级旅游民宿
标准。我市通山县竹林下民宿入选全国
乙级民宿。

通山县竹林下民宿位于通山县九宫
山风景名胜区内港村。去年6月30日至7
月1日，国家等级民宿专家评审组一行赴
通山县九宫山竹林下民宿开展乙级民宿实
地验收现场评审工作。

此次评审通过面对面交流沟通、实地
走访、现场打分等环节对通山县九宫山竹
林下民宿进行评定，重点从经营场地、接待
设施、主体特色、环境保护、服务质量、安全
管理等六个方面展开，同时，针对现场评审

中发现的问题与不足提出指导意见和下一
步提升计划的创建工作汇报，帮助民宿进
一步提升服务，为游客提供更舒适、更安
全、更具有文化内涵的住宿体验。

竹林下民宿旅游资源丰富，文化底蕴
厚重，客户群体众多，发展民宿的条件得天
独厚。

近年来，九宫山竹林下民宿正在发挥
自身优势，重点在规范民宿标准、打造民宿
品牌、彰显民宿特色方面发力，不断提升品
质、丰富内涵、强化安全管理和发展特色文
化。

竹林下民宿业主表示，今后将继续强
化品牌创建，推动民宿进一步彰显乡愁、个
性和文化、创意，丰富旅游产品和旅游体
验，做深做足“民宿+”文章，让民宿成为乡
村振兴的点睛之笔，充分发挥其典型引领
和示范带动作用，为乡村旅游提质增效，进
一步推动通山县全域旅游发展。

通山县竹林下民宿

入选全国乙级民宿
本报讯 记者朱亚平报道：“OTA是

什么？”“怎么提高民宿订单量？”“有哪些因
素会影响民宿流量？”“引流后，如何做好线
下转化？”“如何打造满分5分民宿？”“如何
完善线上民宿的图文资料？”

为有效提升我市温泉及民宿业主、从业
人员互联网经营能力，1月6日上午，咸宁市
与途家民宿合作举办了“温泉之城 康养咸
宁”温泉旅游宣传活动暨民宿业主培训活动，
打造“温泉+民宿”旅游品牌，我市小自然民
宿、浪口温泉民宿、山里民宿等30多家温泉
及民宿业主参训。

活动中，途家民宿资深讲师解晓宇围
绕“共享住宿 共享未来”为中心，对我市民
宿业主们进行培训。民宿业主们一边记笔
记一边提出线上民宿建设中遇到的问题。

2021年开始，我市大力实施乡村旅游
“万千百”工程，通过两年左右时间，改造建
设万间乡村旅游客房，做好千桌农家饭，研

发百道适合各方游客的特色菜。目前全市
已投资32.9亿元，改造建设乡村旅游客房
10626间，做好农家饭6984桌，研发特色
菜106道，打造30家以萝卜公社、三特浪
口、半亩塘等为代表的精品旅游民宿，全市
共计吸纳就业6890人。

咸宁温泉康养历史悠久，是国家首批
命名的中国温泉之城，“一城十二泉”，县县
有温泉，湖北温泉水质标准和服务质量标
准由咸宁制订。去年以来，赤壁龙佑温泉、
万豪温泉谷等温泉旅游企业投入上亿元资
金推动升级改造，九宫山温泉新建项目正
在做前期谋划工作。

“温泉+民宿”宣传营销将咸宁特有旅
游核心吸引物与发展民宿“过夜游”有机融
合。今年元旦假期，全市旅游业复苏强劲，
全市温泉旅游客流量和收入恢复到2019
年同期水平，有效带动提升了周边民宿的
入住率。

我市打造“温泉+民宿”旅游品牌

30多家民宿业主参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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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在咸宁

出行贴士

出门旅游巧带食品
出门旅游，怕地域不同，吃的不习惯，很多游客

会随身携带一些食品。到底应该带些什么食物呢？
１、多汁食品。旅游时，因出汗较多，应多饮用

水或饮料，以维持体内水、盐代谢平衡。含糖量较
低的汽水、富含维生素的饮料以及水果等，能够满
足这些要求。

2、风味食品。携带的旅游食品应具有多种风
味，以促进食欲，因此，在旅游食品中，可选择一些
自己喜爱的食品，在风景区旅游时，也可以选购一
些当地的传统特色食品，品尝风味小吃。

（本报综合）

今年元旦，我市旅游市场火热

101万人次在咸度假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朱亚平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元旦假日里，正
值“热汤白雪”旅游旺季，我市旅游市场“温
泉+滑雪”产品大受欢迎，文化旅游市场开
年呈现良好发展态势。

随着国家疫情防控政策放开，我市旅
游市场日渐繁荣，日接待游客数量稳步上
升。据统计，2022年12月31日至2023年
1 月 2 日三天时间里，我市共接待游客
101.43万人次，较2022年同比增长3.5％；
实现旅游总收入5.21亿元，较2022年同比
增长4％。我市旅游市场秩序良好，未发生
重大旅游安全事故和重大旅游投诉事件。

“热汤白雪”人气高
1月1日下午1点半，嘉鱼县山湖温泉

温泉部一开门营业，就迎来了百余名游客，
不少自驾游的游客早早就开始排队，只为
了泡上第一波“暖汤”。

大厅里，前来办理出票业务的游客络
绎不绝，温泉部大厅、汗蒸区、温泉池区、汤
屋、盐浴池、鱼疗浴区、祈福广场……各区
都挤满了游客。

来自武汉的游客张菲带着一家人来到
山湖温泉，她说：“想了一年了，终于来咸宁
泡上温泉了。”

“元旦期间，我们每天游客量都在
1200人次以上。”山湖温泉温泉部经理张
倩介绍，自2022年12月底以来，温泉部的
游客激增，达到了近两年来的高峰，多数游
客都来自武汉、咸宁等地，基本都是带着朋
友或者家人一起来泡温泉。

张倩说，为了保证服务质量，临时抽调
了不少其他部门的人过来帮忙，为了回报
游客，景区还推出了很多购票优惠政策，以
满足各类游客的需求。

此外，九宫山滑雪场开通了武汉、咸
宁、赤壁三地直通专线，定点接送游客直达
滑雪场，还推出多种组合优惠套票；温泉谷
景区推出“钱兔似锦过大年、喜迎新春沐温
泉”惠游活动，针对不同游客人群给与多种
优惠折扣，以精彩的节目演出、别出心裁的
新年小礼品，让游客尽享“热汤白雪”的欢
乐。

节前，市文旅局围绕“累了一年到咸宁
泡温泉吧”主题，通过在武汉市内出租车车
载广告屏、武汉站站台LED大屏投放广告
等宣传手段，大力营销推广咸宁市“温泉+
滑雪”系列旅游资源产品，吸引外地游客来

咸游玩体验。
假日期间，我市积极引导文旅企业制

定推出各项优惠措施，重点打造“温泉+”精
品旅游线路2条，并通过微信朋友圈广告
向主要客源地目标人群进行精准投放引
流，不断提升咸宁“温泉+滑雪”旅游吸引力
与知名度。

乡村休闲受追捧
元旦期间，我市乡村休闲受追捧，各大

景区相继开展传统民俗表演、非遗项目体
验等迎新年特色民俗文化活动，兼具参与
性、互动性，成为假日中的一道靓景。

走进梓山湖江南里景区，红灯笼悬挂
在各处，浓浓的年味扑面而来，国风游园、
复古派对等各式活动多彩纷呈，深受广大
游客青睐。

一座座苏州园林式的江南小院飞檐翘
角，古朴幽雅。小院四周亭台楼阁，小桥流
水，花木繁盛，金桔飘香。来自武汉的退休
老人陈维信正和老伴在小区活动锻炼，他
满意地说：“这里空气好，绿植多，一年四季
有花有果，我已经在这里住了四年多了！”

来自江西的游客刘梅介绍，这里的小
桥流水，古色古香的建筑非常漂亮，她和闺
蜜一起租了一套汉服，在这里拍拍照，品一
杯醇香的茶，享受一下慢节奏的生活。

元旦小长假期间，以“休闲度假、美食
寻味”为主要需求的乡村休闲游市场表现
强劲，游客们或携老带幼、或结朋引伴、或

三五成群，纷纷自驾前往城市近郊、田园乡
村，与大自然来一场亲密接触，在咸宁冬日
的暖阳里徜徉休憩。

在萝卜公社、春泉庄等景点，瓜果正值成
熟期，不少游客在欣赏田园风光的同时体验
采摘乐趣，于农家田园之间尽享假日安闲；

在三国赤壁古战场，景区推出60元门票
优惠措施，吸引不少游客来此重温三国情怀；

在萝卜公社，手工石磨打豆腐制作体
验、亲子拔萝卜大赛等萝卜嘉年华系列亲
子活动火热进行中，现场游客络绎不绝；

田野乡村公园成人票六折优惠，吸引了
大量家庭亲子互动、田野寻趣；康丰源生态
旅游区推出采摘、垂钓、农家体验等特色活
动，万亩茶园推出鸵鸟乐园、萌宠乐园等亲
子主题活动……在乡村休闲游的火热带动
下，竹林下、养心谷等精品民宿大受欢迎。

文明出行塑新风
这个元旦，嘉鱼县文旅局文化市场综

合执法大队队长唐华每天都带着执法队员
们在各景区巡逻。他表示，执法大队从优
化营商环境出发，以管理促服务，以服务促
品质，确保嘉鱼县旅游环境繁荣稳定。

元旦期间，我市文旅部门共出动执法
人员398人次，检查文化和旅游单位142
家，指导整改问题隐患10处。

为了保证游客安全迎春，2022年12月
29日上午，市旅专委组织成员单位收听收
视全省文化和旅游安全生产工作视频会

议，市文旅局召开安全生产专题会议，专题
分析研判文化和旅游行业安全风险，研究
部署双节期间我市文旅领域安全生产和假
日文旅市场监管工作。

市文化和旅游局印发《关于做好2023
年元旦春节期间文化和旅游行业安全生产
工作的通知》《关于开展2023年“元旦节”
期间文化和旅游行业安全生产检查的方
案》，按照分线联系、分片督导责任制分工，
成立督查检查组，文旅局主要领导和分管
领导分别赴各地开展元旦假期文旅市场安
全生产督查检查，切实筑牢假日文旅市场
安全防线。

假日前夕，我市各地通过新闻媒体和
官网官微等发布节日旅游安全、文明旅游
提示；节日期间，各旅游志愿者小分队纷纷
走进旅游景区，有效引导游客遵守旅游活动
中的安全警示和文明旅游规定，劝导游客佩
戴口罩、保持距离、讲究卫生、理性消费，用
服务传递文明，全市文明旅游蔚然成风。

去年，我市文旅系统建立健全假日旅
游工作机制，重点从冰雪旅游项目、旅游交
通安全、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特种设备
安全、高风险旅游项目安全、涉林景区森林
防灭火、地质灾害防治、文物安全等方面强
化风险管控，强化市场安全检查巡查、重点
旅游景区预警信息发布、地质灾害预警信
息提示、游客信息咨询服务和投诉处置等
各项措施，压紧压实安全责任，我市文旅市
场秩序井然有序，安全平稳。

本报讯 记者贺春音、通讯员卢建军
报道：近日，省乡镇生活污水工作专班公
布了2022年12月份全省乡镇生活污水治
理考核得分和市、州排名情况，我市得分
全省市、州排名第二名。至此，2022年我
市7次排名全省第二名，8月份以来，连续
5个月排名第二名。

我市从2017年开始推进乡镇生活污
水治理三年行动。我市紧盯省定目标任
务，坚持统筹推进、严格把关，项目建设进
度全省领先，2020年全市乡镇污水处理厂
在全省率先全部达标运行，运营情况考核
排名全省靠前，三年攻坚行动省级综合考
核为优秀。2019—2021年，我市崇阳县、
嘉鱼县、赤壁市分别获得省政府乡镇生活
污水治理激励资金100万元。

据了解，我市共有乡镇生活污水治理
项目61个，设计污水处理总规模3.92万
吨/天，干支管网总长662公里，入户管网
总长235公里，接户数95171户，总投资约
15.84亿元。

目前全市6个县（市、区）全部成立了
专业运维公司，对乡镇生活污水处理厂进

行运维管理，大部分乡镇生活污水处理厂
运行稳定。每月省工作专班通过在线监
测数据对全省每个乡镇生活污水处理厂
运营情况进行考核打分，各市、州得分情
况在全省排名通报。2021年考核全年我
市有 10 个月份排名进入全省前 3 名。
2022年，我市乡镇生活污水治理以全省前
三名为工作目标，工作中强化督办指导，
考核得分在全省排位7次第2名、2次第3
名、2次第4名、1次第5名。

新的一年，我市乡镇生活污水治理将
继续以综合排名全省前三名为目标，进一
步加大管网建设力度，强化污水处理厂日
常运营管理，加强污水处理费征收，不断
提升污水处理设施运行效益，坚决打好我
市碧水净土保卫战。

我市乡镇生活污水治理考核全省排名靠前

草莓飘香迎春来。1月10日下午，阳光明
媚，暖意融融。在中伙铺镇中伙社区南港大道
中伙草莓园大棚内，一颗颗红彤彤的草莓躲在
绿油油的枝叶下，红绿相间特别养眼。空气中
还能闻到草莓特有的清甜，顿时令人垂涎欲
滴。

“我特别喜欢这里的草莓，不仅看着养眼，
还清甜多汁。一年总要来几次。”来自赤壁城
区的市民杨女士正挽着篮子，兴致勃勃地采摘
草莓，并不时拍下照片分享在朋友圈里。和她
一样慕名前来打卡的市民络绎不绝。

大棚外，草莓园主人叶立才一边接着电
话，一边娴熟地包扎果篮，稍后将放满草莓的
篮子一一搬到车上，抢“鲜”完成客户订单。

“我们草莓园今年主打红颜草莓，属于奶
油草莓的一种，颜值和口味都很不错，很受游
客喜爱。”据叶立才介绍，红颜是当下比较风靡
的一个草莓品种，原产自日本，由草莓界大咖
幸香和章姬杂交而成，个头大，果形呈圆锥形，

果肉厚而多汁，香味浓郁，口
感酸甜，很受本地游客喜
爱。但是投资大，繁苗困难，
产量低，市场上很难吃到原
汁原味的这类品种。而他们
夫妇长期师从浙江草莓专
家，经过刻苦钻研，反复试
验、培育，在经历多次挫折后
终于找到了解决“红颜薄命”
的技术途径。

为了保证草莓的原始口
感，叶立才夫妇不惜摊大生
产成本，坚持使用菜籽饼等
有机肥，坚持不用除草剂、膨大剂、催熟剂。目
前，草莓采摘价达40元每市斤，尽管有点小
贵，依然打动了一众粉丝，每天订单不断。

尽管看着可爱，吃着美味，可草莓“生性娇
贵”，其培植过程十分复杂。半年来，每天天没
亮叶立才夫妇就下地干活，犁地、耕作、育苗、

固棚、浇灌……每一道工序，他们都像照顾自
己孩子一样小心地呵护。一天天看着自己种
的草莓生根、发芽、挂果、成熟，就是他们生活
最大的成就感。

目前，中伙草莓园16个大棚所培育的草
莓已大批量成熟，采摘季可持续到5月初。

草莓红满棚 采摘正当时

中伙草莓园与你相约“莓”好时光
通讯员 龚小平

印子粑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朱亚平

中国人很重视春节，这种重视更多体现在对美
食的准备上。通山人有正月里吃子粑的习俗。临近
春节，老家又开始准备印子粑。

刚出笼的子粑，晶莹透亮，造型美观，制作者再
用食品红在印子粑上点上一个红点，让子粑显得更
有灵性。

我最喜欢的子粑吃法是将其放在火炉边上烤
着吃，外焦里嫩，既保有粘性，又不腻人。油煎后的
子粑，再拌上红糖或酱油，我能一次吃掉十几个。

上个周末回通山老家，发现家里支起两个大
桌，正在清洗粑印，父母正准备集合亲朋好友印子
粑。

通山子粑的制作过程非常繁琐，事先的准备当
然必不可少。前一天，母亲会清洗好“粑印”，并将
粑印放在清水中浸泡半个小时，还要将家里厨房的
各种大小器具都里外清洗一遍。

印子粑要用专制的木制模具，村民称它为“粑
印”，每个粑印有1至3个空模，一般只有小茶杯口
大。让人称奇的是，这些粑印大都是能工巧匠们雕
刻成的各种精美图案，如鸟雀、花卉、虫草等动植物
图案，形象活泼，栩栩如生。

临近春节，家乡几乎家家户户都要印子粑，人
手不够是常有的事，互帮互助便成了一种习俗。母
亲一家一家地跑，除了邀请家里的亲戚，还会邀请
闺蜜和邻居一起，凑齐12个人，就可以准备和面了。

母亲用一个大盆，将糯米和粘米按三七比例掺
和，再用碓舂成粉，加水揉和，揉到软硬差不多的程
度，便可以开始印粑了。

母亲将调和好的米粉团揉搓成小面团，其他人
则围坐在两个大簸箕旁边，两个拇指并用，将小面
团压实在“粑印”内，然后放在大簸箕的中间上一
磕，一个子粑就印出来了。

成型的子粑被一圈圈整齐地摆进蒸笼里，白如
珍珠，圆润可爱。待到子粑印到一定数量后，再整齐
放进厨房蒸笼里蒸。大约半个小时，子粑就熟了。

等到子粑冷却后，再放到水缸里用清水浸泡，
即贮藏。水一周换一次，随吃随拿，很方便。

什么时候想吃了，只需到缸里捞出，煮、煎、烧
后就能吃，还可当特产送人。

厨房里热气腾腾的子粑，让我想起小时候和兄
弟姐妹们守候在炉灶旁的情景，外婆总是将最先出
笼的子粑分塞到我们的手上，我们每人都会手捧这
件精美的艺术品，小心翼翼，慢慢品尝。再长大点
时，我便会自己从大水缸里捞子粑，用长长的筷子
穿插成一串，将子粑伸进炉火中，边烤边吃，那种美
味至今难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