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疫情重創後復
工復產的大潮中，關
中大地上的袁家村再
次展現出讓人折服的

市場魅力。從 3 月 19 日恢復開放至
今，遊客白天觀摩體驗消費、夜間休
閒度假消費已成為袁家村的常態。在
長期研究袁家村現象的西北旅遊協作
區秘書長王曉民看來，袁家村的成功
並非一朝一夕，而是村兩委、村民、
商戶乃至更大範圍從業人群的長期堅
守與凝練而成的。在這個過程中，村
民和商戶都是主人，少了常見的扯皮
與干預，市場成了業態和商戶成功與
否以及生命力檢驗的真正槓桿。

作為袁家村所在的禮泉縣政府旅遊
發展顧問，王曉民曾參與了早年全縣
鄉村旅遊規劃編制，亦見證了袁家村
旅遊的火爆全程。「袁家村鄉村旅遊

發展形態和模式的借鑒學習多年來都
是熱點，但袁家村人自豪地認為他們
的模式『一直被模仿，從未被超
越』，這話其實一點不假。」

王曉民稱，袁家村的成功是村兩
委、村民、商戶乃至更大範圍從業人
群的長期堅守與凝練而成的，其中包
括村兩委的堅強推進、前行中成果與
紅利的共建共享、食品安全的共同守
衛、業態與商戶差異化的嚴格把控、
服務環境的全天候管理以及一套嚴謹
的品牌維護規章制度。

他並表示，袁家村不僅成就內地鄉
村旅遊發展的一個旗艦式品牌，創新
闖出新時代農村與城市間的產業互動
模式，也為鄉村振興樹起標杆。「從
疫情影響下有序復工復產的巨大市場
效果中，可以看到這種『標杆』和
『鏡子』的實際影響力。」

專家：袁家村的鄉村旅遊可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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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家村帶動周邊村貧困戶分袁家村帶動周邊村貧困戶分
紅大會上紅大會上，，村民們喜領分紅村民們喜領分紅。。

■■復工復產之後復工復產之後，，到袁家村旅遊的人依然絡繹不絕到袁家村旅遊的人依然絡繹不絕。。

■■袁家村辣子合作社門口公示袁家村辣子合作社門口公示
的入股信息的入股信息。。 記者李陽波記者李陽波攝攝

守着昭陵這樣一個世界級的旅遊招牌，地
處「風水寶地」的袁家村，卻並沒有走很多
名勝古蹟周邊村莊兜售文物仿製品的老路
子，而是依託關中民俗文化，創新性地走出
一條民俗旅遊的新路子，成為年旅遊收入10
億元人民幣的內地鄉村旅遊標牌。
「2007年，袁家村以民俗遊定位、食品
安全破題，一經推出便帶動了超高的人
氣。十多年來，袁家村不斷培育新的產業
支撐點，逐漸成為一種生活方式，吸引着
天南海北的遊客來此度假。」王創戰表示，
如果說萬達打造的是城市版的綜合體，那麼
袁家村就是做鄉村版旅遊目的地，是一個文
化、美食、遊娛各種業態的集合。

遊客每次來都有新鮮感
從最初僅有的一條美食小吃街，到如今
茶樓、戲樓、酒吧、文創、精品客棧、旅

者營地、直升機觀光遊等一應俱全，遊客
到袁家村可停留的時間，亦從最初的半天
延長到一天，甚至兩天、三天。
王創戰告訴記者，發展過程中始終注重

給遊客提供高品質的旅遊產品。「很多業
態的引進實際上短時間內並不一定能賺
錢，但這是一個培育和接續支撐的過
程。」為了讓留下來的遊客有更好體驗，
篝火晚會、酒吧街、遊戲等應運而生，遊
客住宿條件亦從原本的普通客棧到精品客
棧、再到主題客棧。「很多人一年來幾
次，我們通過配套改善延伸度假的外延，
讓遊客每次來都有新鮮感。」

發力線上培育本地網紅
「一直以來，我們因為線下太火而忽略

了線上，但今年疫情發生後，我們感到必
須要實現線下和線上流量並舉。」王創戰

坦言，儘管袁家村的農產品早已上網，但
從整體的網絡營銷水平來看，線上短板依
然明顯。「今年國內網紅直播非常火，我
們也進行了一些嘗試。」如5月發出通知，
招募300名參與者進行培訓，以期打造「明
星網紅」雙料達人。另外，目前袁家村已
組建專業的團隊，在線上平台搭建、產品
測試、宣傳等方面發力，不久將會推出全
新的線上平台產品。

與王創戰一樣驚訝的還有這裏的商戶。「疫情
爆發後，雖然封村了，但我們也沒閒下來。

除了火爆的線上銷售，3月19日復工後第一個月，
僅我們的粉條店就賣了70多萬元（人民幣，下
同）。」當內地很多商戶至今還為生意慘淡而犯
愁的時候，袁家村農副產品聯合合作社社長馬秋
鳳卻忙得腳不着地。
袁家村地處八百里秦川腹地，北依唐昭陵，南

鄰福銀高速大動脈，浩浩渭水縈帶其前，滔滔涇
水逶迤其後，村域內更是遍布秦瓊等良將名臣的
陪葬墓。談起初來袁家村考察時的情景，馬秋鳳
至今仍記憶猶新。「一條街道，幾個商戶，除了
北邊的帝陵，好像也沒什麼特別之處。」

全員持股 共同致富
然而，與袁家村村支書郭占武的一次促膝深談，

卻改變了一切。「當時書記說，你是能人（意指有
能力的人），只要你來，村裏不要房租，唯一的要
求就是你全力帶領村民搞股份制經營，共同致
富。」馬秋鳳說，正是因為這番談話，讓她懂得做
生意除了賺錢，還有更有意義的事情。於是她義無
反顧地加入了袁家村的創業團隊，一做就是十年。
「剛開始起步時，很多村民不理解，也不願意入

股。」馬秋鳳清楚地記得，當時投資200萬元的店
面，只募得1.5萬元。這時，又是郭書記站了出
來，他多方協調解決資金，終於讓馬秋鳳的粉條店
先開了張。僅僅半年過去，粉條店生意紅火，一下
子便賺了幾十萬元。「這個時候，我們已經不缺錢
了，書記又讓我去找村民談入股的事情，這一次大
家爭相入股。」馬秋鳳告訴記者，書記當時說，
「咱們創業的初衷不就是為了共同富裕嗎？」
記者在袁家村看到，村裏每一家店門口都公示

了入股信息。這種「全員入股 生意共享」的股份
制經營模式，真正實現了全體村民和全體商戶利
益均沾、共存共榮。「打個淺顯的比方，如果一
戶村民同時入股了十幾家店，那他只會穩賺不
虧。而對於商戶來說，由於股份多元，即使是自
己的店虧損了，其他店舖也會來補平。」馬秋鳳
說，這就是共同致富最好的體現。

獨特機制 抵禦風險
十多年間，袁家村漸漸成為內地鄉村旅遊的頭

部品牌，馬秋鳳的生意也一年比一年火。去年，
馬秋鳳共銷售了68萬斤粉條，銷售額達900多萬
元。對於今年突如其來的疫情，馬秋鳳坦言有影

響，但如果從經營角度來講，又幾乎沒有影響。
「雖然暫停營業兩個月，但復工兩個月，我們不
僅補了回來，同比銷售還增加了不少。」而袁家
村這種抵禦風險的超強能力，在馬秋鳳看來，除
了股份制，還有袁家村獨有的全產業鏈經營方式
和但求最好的經營理念。

自產自足 保證品質
馬秋鳳領導下的袁家村農副產品聯合合作社，除

了統一管理、統一調配資源、統一分配利潤之外，
還擔負起質檢員、紀檢員等多重角色。「袁家村一
直倡導綠色安全食品。」馬秋鳳笑稱，當下村裏除
了不產鹽之外，其他食品都實現了源頭到餐桌閉合
式的自產自足。「我們從源頭抓起，麵粉、辣椒、
油、醬、醋等，都原汁原味、貨真價實質優。」在
採訪中，馬秋鳳指着店裏酸辣粉所用調料說，這種
花椒市場價88元一斤，很多城市居民家裏也不會買
這麼貴的。「商舖不用繳納房租，所以大家就把這
部分成本用到原料上，遊客一品嚐就明白了。」
在袁家村，所有的業態基本沒有重複，一家一

品既避免了惡性競爭，也保證了品質。馬秋鳳
說，袁家村的股份制讓大家錢包滿滿，而堪稱極
致的經營，則讓袁家村在任何風雨下，都有一種
「我自巍然不動」的從容。「袁家村的核心品牌
就是原創，可以學習但沒人能複製。」如今，馬
秋鳳在村裏買了3套房，把父母和妹妹都接來了，
就連在北京工作高薪收入的兒子也被她叫了回
來。「跟對了領導，選對了平台，袁家村已成為
我們家一輩子的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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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家村旅者
營地，吸引遊
客體驗室內衝
浪。

▶袁家村推出
了篝火晚會，
吸引眾多遊客
參加。

■■夜晚的袁家村酒吧人氣依然旺盛夜晚的袁家村酒吧人氣依然旺盛。。

■星巴克去年底入駐袁家村後，帶動眾多一線品牌與袁
家村洽談合作。 記者李陽波攝

■袁家村粉條店的酸辣粉深受遊客青睞。 記者李陽波攝

■■馬秋鳳稱馬秋鳳稱，，疫情疫情
後粉條店的營業額後粉條店的營業額
同比去年增三分之同比去年增三分之
一一。。 記者李陽波記者李陽波攝攝

今年重新「開」村後，很多來袁家村的遊客
都驚奇地發現，在一處古色古香的關中明清式
磚木古建築民居上，赫然掛着星巴克的招牌。
「對，你們沒看錯，去年11月星巴克就入駐
了。」面對記者的疑惑，王創戰表示，引進星
巴克實質上也是袁家村塑造和提升自身品牌形
象的一次創舉，兩者的合作不僅僅是出於商業
利益而作出的決策。為遊客帶來更有品質體驗
的背後，更多的是文化的相互滲透和融合。

星巴克顧客絡繹不絕
眾所周知，星巴克在內地開設的門店大多位

於都市繁華地段，在一些年輕消費者眼中，星
巴克儼然成為一個城市國際化的標誌之一。
「實際上，一開始星巴克並不願意進駐袁家

村。」王創戰坦言，星巴克對消費和市場的標
準非常苛刻，在內地的很多二線城市星巴克都
沒有進駐，更沒想過會到一個村裏開店。
經過多次的邀約，星巴克西安公司、北京公司
等多次來到袁家村考察。當看到村裏的建設和人
流時，星巴克心動了，最終決定入村，這也體現
出星巴克與中國本土文化融合的經營理念。半年
多來，儘管經歷了疫情的影響，但袁家村旅遊的
快速復甦亦讓星巴克生意紅火，顧客絡繹不絕。
王創戰告訴記者，星巴克入駐後，對於袁家村
的品質提升帶動作用非常明顯，如今肯德基、米旗
等眾多一線品牌亦陸續跟進，期望與袁家村展開合
作。「可以預見，未來袁家村將會有更多的一線國
際品牌入駐，我們亦希望未來的袁家村，在這麼多
國際品牌的加持下，給遊客提供更好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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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剛進入7月，陝西關中平原便迎來了一次罕

見的高溫，特別是在高考第一天，接近40度的地

表，似乎要將空氣點燃一樣。然而就是在這樣一

個高溫加高考的旅遊「淡日」，在通往唐太宗李

世民昭陵的關中環線公路上，一大早便擠滿了滬、晉、甘、蘇等牌照的各色車

輛。這些千里迢迢頂着高溫自駕前來的遊客，他們中的大部分人並沒有直達昭

陵，而是拐進了附近的袁家村。「從復工第一天開始，天天如此。」對於袁家

村村主任王創戰來說，這種火爆雖早已料到，但復工後如火箭般躍升的營業額

還是讓他驚訝不已。「復工第一個月，天天限流30%，但營業額卻比往年滿員

時還要高出一截。」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陽波、張仕珍 咸陽報道

星巴克入村星巴克入村 一線品牌續進駐一線品牌續進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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