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对症下药 】

提高层次，让农家乐
搞出特色

市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市旅
游局将向市财政申请鼓励农村旅游业
发展的专项资金，以奖代补，扶持农家
乐旅游示范户和乡村旅游示范区发
展。同时，劳动、旅游部门共同对农村
旅游经营人员进行劳动技能、礼仪、安
全、卫生、导游讲解培训等，提高从业
人员素质。

罗荣庆称，为了扶持惠济区农家乐
快速发展，惠济区旅游局经常组织辖区
各农家乐经营者相互学习，还到成都等
农家乐发达的城市学习经验。为了提
高农家乐餐饮水平，还组织开展了农家
乐餐饮大赛等，要树立一批像刘宝明的
特色菜大鱼块一样的特色菜、创新菜品
牌。此外，对农家乐经营点的经营条件
等硬件设施进行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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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家乐
（4） 门口挂几串玉米，屋子里放几把农

家椅子，做个类似地皮炒鸡蛋的农家菜
这就是农家乐？近年来，郑州市许多临
近景区点或者市民休闲场所的农村，村
民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家的院子休

整一番，再起个具有田园风情的名字，对外营业，这种类似“夫妻店”或“农家作坊”的
经营方式成了郑州快速发展的农家乐基本模式。采访中，不论是经营农家乐的老板
还是旅游行政管理部门的负责人都表示，郑州农家乐尚处于粗放型的经营阶段，急
需提高层次，打造出自己的品牌。 晚报记者 胡审兵 程国平/文 张翼飞/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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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板老板带着厨师偷学手艺带着厨师偷学手艺
郑州农家乐模仿风盛行，搞出特色成当务之急【 市民体验 】

满眼美景因一个旱厕打了折
35岁的张艳在郑州一家事业单位工作，

儿子6岁了。自从两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她
带着儿子到二七区樱桃沟和烤鱼沟后，孩子
喜欢上了林中摘果、水中捞鱼、菜地捉虫的
乡村生活。

此后，每到周末，儿子就要求她“去村
里玩”，张艳也乐得让孩子在大自然的环境
中无忧无虑地玩乐，所以只要没有特别的
事情，她都会带孩子去郊区的农家乐里乐
上一乐。

“惠济区的黄河边、二七区的葡萄园、新
郑的枣园、中牟的雁鸣湖，好多地方我们一
家人都去过，孩子爱玩，我们也喜欢农家院
里的新鲜空气和田园美景。”在张艳眼里，农
家乐所能带来的好处不言而喻，“不过也有
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一些偏僻地方农家
院的厕所还是旱厕，原本满眼的美景、满怀
的好心情都大打折扣。”8月21日，在嵩山南
路梨梁寨生态观光自采园，张艳说到这里笑
了，因为为了不让孩子闻到臭味，她常带儿
子给农家院里的树木花草“施肥”。“现在孩
子大了，一定闹着去厕所，所以我就改变方
针，只带孩子到环境好点的农家乐来玩。”

和张艳一样，许多去过农家乐的市民
最在乎的就是卫生。

如果说游客前往农家乐去吃饭、游玩，对农家
乐的感觉大多只是自己的印象和直观感受：卫生条
件差、各家农家乐特色不明显等，那么作为农家乐
经营的老板的体会似乎更深些。

56岁的靳爱景 1981年起就在郑州花园口景区
门口的花园口街开饭店。

“当时这地方就一个大众食堂，她1981年开的饭
店名字叫花园餐馆。”靳女士说，后来饭店前后4次搬
家，但始终没有离开这条街，由于生意做得比较红
火，中间饭店曾经起名为“花园野菜总店”，但临近有
一家饭店起了类似的名字，闹得一些奔向靳女士饭
店的顾客搞不清楚，直接去了别家。现在她把名字

改成花园野菜老店。“自己改过来算了。”靳女士说，她
并没有追究别人什么，也没想到要注册商标保护自
己，“都是邻居，乡里乡亲，好好相处就行了”。

如果说商标保护意识不强还属于大的问题的
话，相互模仿几乎是普遍现象。

做炸鱼块出名的刘宝明也遇到同样的问题，目
前黄河边做炸鱼块的有100多家，而做得最早、最正
宗的还是他家祖传的手艺。

多位农家乐经营者也表示，现在相互模仿比较
严重，有创新的东西不多。一位农家乐老板说，为
了招徕游客，他经常带着他的厨师到黄河沿线各家
农家乐吃饭，然后让厨师回去模仿着做。

对于农家乐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旅游行政管
理部门无疑看得更远。市旅游局相关负责人分
析说，首先，农村旅游建设随意性大、管理粗放，
总体上缺乏必要的规划，管理服务缺乏标准，档
次、品位不高。大多数农家乐仍停留在单纯的餐
饮服务上，对于挖掘民俗和利用农家生活开展的
参与性项目还很少。其次，农家乐的建设大多没
有经过认真的规划，整体形象差。另外，目前，我

市除惠济区、二七区等乡（镇）政府对农家乐发展
给予一定的奖补外，全市缺乏统一的政策引导和
资金扶持。

惠济区农家乐虽然目前在全市发展最快，但惠
济区旅游局副局长罗荣庆表示，目前农家乐发展存
在的主要问题还是档次上不去，低水平模仿居多，有
品牌、有影响的农家乐还不多。此外，由于交通问
题，部分农家乐的游客可进入性也较差。

【 老板实话 】 农家乐相互模仿比较普遍

【 症结诊断 】 农家乐经营缺的还是特色

这样的场景在很这样的场景在很
多农家乐都似曾相识。多农家乐都似曾相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