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几年，建民宿、住民宿，成了生活时尚。越来越

多的人，从城市来到乡村，纵情山水，入梦田园。越来越多的投资客，也

从民宿的火爆中找到创业掘金的机遇。

我市拥江揽湖、枕山面海，拥有独特而优渥的自然资源。近些年，宁波民宿的风，越吹

越劲，不同类型不同风情的民宿层出不穷，一家家爆款民宿红遍网络。但在产业发展的

“春风得意马蹄疾”中，也存在“广寒高处人清怜”的隐忧。如何破局，如何发

展，不单是行业管理部门和投资机构的事，也和追寻诗和远方的消

费者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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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宿热潮中，如何才能脱颖
而出？

“民宿是一种特殊的住宿产
品，得有‘调性’，得有识别度。
对宁波当下最火的精品民宿而言，
要加强与环境、情怀的融合，提供
特质的文化体验和乡愁体验，塑造
出独特的灵魂。”尉汤桥说。

宁海桑洲镇的“南与舍”，还
原山村民居的本来面貌，融合古朴
与现代的室内设计，不仅保留了乡
舍韵味，还给游客一个“开窗是风
景，关窗听蛙鸣”的栖息之地。民
宿负责人说，开业一年多来，周末
及节假日客房爆满，平时客房预订
率也在85%以上。

宁海旅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宁
海的每家精品民宿都有一个标签，

“采菊东篱下”的南与舍、“小扣柴
扉久不开”的好义堂、“松声晚窗
里”的前童驿事、“童年的四合
院”的上木堂、“观东海日出，看
沧海桑田”的乡叙·王干山……这
些特色让游客念念不忘。

“文化是民宿的灵魂，住客在
这里寻找的是有温度的住宿感。”
章平说，随着都市人宿于乡村、隐
于田园的情怀越来越浓，要用情怀
深耕市场，要用故事吸引游客，尤
其是民宿主人，要成为住客的倾听
者，成为住客的乡间导游。

在我市民宿运营大军中，女性
以其特有的温婉和细腻，占据了

“大半边天”。去年 12 月，我市举
行了十佳特色民宿和最美民宿女主
人评选。入选的 10 位“最美民宿
女主人”发出倡议：争做宾至如归
的践行者，热情好客，用心服务，
给每一位房客以“家”的温暖；争
做乡愁文化的传播者，传递美好生
活方式，做足做特做优乡村田园、
乡愁记忆、乡风民俗等乡味文章，
增加民宿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风车公路边“拓野山居”的负
责人俞莉波，入选了“最美民宿女
主人”。去年，她将父亲的小酒坊
改造成民宿，开业后，俞莉波沉醉
在用心用情打造的乡村生活里。

“我的工作，就是陪客人体验山居
生活。”秋天，她和客人一起晒太
阳、唱歌、数星星；天冷了，俞莉
波端来小炭炉，在炉火上给客人煨
年糕，温暖的炉火，拉近了和住客
的距离；冬天，他们一家人拿出窖
藏的自酿白酒，和游客“晚来天欲
雪，能饮一杯无”。因为有最美风
车公路相伴，加上自身的高颜值，
更因为让游客体验到了当地的风土
人情，“拓野山居”在宁波的民宿
圈里粉丝众多。

上个月，我市出台 《关于加
快民宿经济发展推进农旅文深度
融合的意见》，大力度释放“政策
红利”。民宿经济作为乡村振兴的

“薪火”，吹响了高速发展的冲锋
号。

载得起乡愁
民宿方能行健致远

近年来，民宿作为一种新型
的非标准住宿业态，借着消费者
需求多样化和旅游业创新升级发
展的契机，火得不要不要的。不
仅微信朋友圈上霸屏，与同事、
朋友、同学聊天，不知不觉就会
扯到民宿上。宁波一些经营有方
的民宿这几年也是赚得盆满钵满
的。

然而，在与业内人士和跑旅
游线的记者聊天时，他们不约而
同地谈到了目前宁波民宿业的一
个“短板”：缺乏情怀。他们
说，事实也证明，宁波有情怀的
民宿，发展的也比较好。

在 我 看 来 ， 民 宿 的 “ 卖
点”恰恰就在于情怀。每天与
钢筋混凝土和电子设备打交道
的城里人向往乡村，就是想要
放慢生活节奏，亲近于乡村的
空气、河流、风景以及风土人
情、农副产品，回归田园，回

归内心，寻访丢失的“邻居”，
过一过随性轻松惬意的生活。
这时候，民宿真正能给现代人
带来的最重要体验，就是一种
乡愁情怀。而像“拓野山居”
等民宿主人，在自己的一方天
地 里 ， 温 暖 着 每 一 个 入 住 的
人，给每一个无处安放乡愁的
漂泊的人一个家。住进这样的
民宿，其实就是住在民宿主人
们深深浅浅的情怀里和多姿多彩
的意境里。

所以，设计一个民宿，不
是简单的设计一栋房子，而是
设计一种生活形态，它诠释的
是个性、自由、灵活、舒适、随
性的生活态度，“卖”的是回忆
和情怀。

让人过上想过的生活形态，
记住曾感受到的幸福与愉悦，那
才是民宿主人的成功。

（李国民）

民宿的“卖点”就在情怀
韩立萍 制图

上个月，我市出台《关于加
快民宿经济发展推进农旅文深度
融合的意见》。

根据 《意见》，我市将把民
宿产业作为新型产业链经济来打
造，首次提出民宿经济是以民宿
为载体，以乡村旅游和商务活动
为纽带，带动观光农业、文化创
意、娱乐运动、健康理疗、养生
养老、租赁合作、信息服务以及
农特产品加工营销、商贸餐饮等
产业发展的新型产业链经济，大
大拓展了民宿经济的“深度和宽
度”。

《意见》还提出，到 2020 年，
全 市 建 成 民 宿 经 济 集 聚 区 30
个、产业融合示范区 30 个、美

丽田园景观区 30 个、民宿典范项
目 60 个、建成 3A 级景区村庄 100
个以上，民宿经济总收入年均增长
25%以上，实现 3 年翻一番，达到
100 亿元。基本建成民宿经济产业
体系和公共服务体系，民宿经济发
展质量明显提高，服务管理水平进
一步提升，经济社会生态效益贡献
突出，成为强农业、美农村、富农
民的重要经济支柱。

（何峰）

我市民宿经济将迎大发展

站上风口好多年——

民宿民宿，，““风景风景””还能更好吗还能更好吗
本报记者 何峰 黄程 宁海记者站 陈云松

都市人朋友圈里永远有一个热
门主题，那就是民宿。

前一阵，孙俪来宁波参加电视
剧“飞天奖”暨电视文艺“星光
奖”颁奖典礼时，来到位于鄞州横
溪的“逐野”，并在自己的微博里
大赞这家民宿，在 4000 多万粉丝
面前做了一次华丽丽的广告。一夜
之间，大梅山深处的这家民宿成了

“网红”。
4月22日，位于四明山之心的

余姚鹿亭乡算坑自然村，若隐若现
的山路蜿蜒而上，气势磅礴的水脉
逶 迤 而 下 ， 经 过 一 年 建 设 的

“树蛙部落”揭开神秘面纱，开始
试营业。该项目以“轻户外生活
体 验 村 ” 为 定 位 ， 被 网 友 称 作

“东半球极有意思的民宿”。“树蛙
部落”如此受人关注，不仅仅因为
它是我省古村落 （传统村落） 保护
利用基金的首个项目，更源于它幕
后的操盘手——上海世博园区景观
工程总顾问朱胜萱。“这里的每一
眼，都是人间四月天”，朱胜萱的
加盟，让消费者对“树蛙部落”
有了更多期待。而在 20 公里之外
的大岚镇柿林古村，由国内民宿
大 鳄 “ 大 乐 之 野 ” 投 资 建 设 的

“谷舍”也开始试营业，高山台地
上拔地而起的白墙黛瓦，在苍茫
远山的映衬下，让初见它的人艳羡
不已。

在宁海胡陈乡，由老旧粮站改
造而成的精品民宿“大乐之野·九
熹”，也于近期闪亮登场。在东钱
湖，国内顶级民宿品牌“花间堂”
打造的湖畔山居的诗意生活，上个
月在韩岭“绚烂绽放”。

这些民宿，近段时间一次次占

领微信朋友圈，并屡屡出现在新媒
体阅读量的榜单上。“宁波民宿这
些年发展非常快，尤其是中高端民
宿取得了突破，去年开始进入集中
投运期，一批有故事、有品位、有
体验、有乡愁的产品相继进入市
场。”市旅发委相关负责人说，全
市现有民宿经营户近千家，床位 2
万余张，精品民宿上百家，已有
12 家获评省银宿级以上民宿，其
中白金民宿1家。

宁海的民宿发展位列我市“第
一阵营”。近三年，宁海民宿数
量、床位数量均以每年翻番的速度
增长，床位数超过 6000 张，已形
成“温泉、古镇、田园、滨海”四
大民宿板块。2017 年，该县民宿
营业额 1.6 亿元，带动农副产品销
售逾 6 亿元。“民宿经济起到了

‘一石三鸟’的作用，在增加农民
收入、改变农村居民生活方式和思
想观念的同时，打通了‘美丽资
源 ’ 向 ‘ 美 丽 经 济 ’ 转 化 的 通
道。”宁海县主要负责人表示，宁
海的民宿，已经从 1.0 版本发展到
5.0 版本，下一步将求精、求特、
求新，切实发挥民宿经济对乡村振
兴的拉动作用，

据介绍，我市民宿主要分为三
大类：一是由农家乐升级而来的
民居民宿，农户利用自有房屋改
建 而 成 ， 并 形 成 了 沙 地 、 方 家
岙、花墙、双林、梅山等民宿集
聚村。二是社会资本通过收购或
租赁村民的老房子，经过重新设
计装修，改造成民宿。三是社会
资本购买土地，设计建造运营的
精品民宿，其特色相对鲜明，定
位较为高端。

有故事有品位
精品民宿红透半边天

“满怀期待投宿乡村，最后发
现‘现实很骨感’。价格和市区的
五星级酒店相仿，但住宿体验实在
一般。”张小姐住完民宿回来后抱
怨说，确实能呼吸到新鲜的空气，
去爬山也方便，但是卫生条件、隔
音不能让人满意，晚上漆黑一片，
没有娱乐，只好倒头睡觉。

超高的期待、失落的经历，价
格和提供的产品严重脱节，这样的
例子并不在少数。“民宿作为一种
住宿业态，解决好隐私性、安全性
和卫生性，是最基本的要求，但这
方面的欠缺不在少数。”宁波城市
职业技术学院旅游学院院长章平
说。

“民宿不仅是‘讲故事’，拍个
美照、发发微信朋友圈就以为完成
互联网传播了，关键是产品本身的
价值和 24小时的完整服务。”业内
专家这么说。而服务和情怀成为我
市民宿最大的“短板”，没有故
事、没有情感的民宿，关上门睡
觉，没有互动，没有交流，就是一
个建在山野之中的酒店。

不少业主认为，只要挂起红灯
笼、摆上老物件、点缀石窗花，民

俗的感觉、乡村的情怀就能扑面而
来。“没有家的感觉和乡愁，只是
参观一栋有设计感的建筑，很难让
人留下来。”老柿林山居的管家

“菜菜”，是我市资深的民宿职业经
理人，尽管运营经验丰富，但她总
在寻找新的创意，想尽一切办法让
客人找到“家”的感觉。

“光有民宿的外表，而缺乏乡
村的精神和灵魂，缺少主人情怀，
很难生存长久。”尉汤桥是宁波乡
悦客旅游发展公司总经理，具有
20 多年从业经历的他，也是民宿
行业的观察者。他建议，“民宿已
经从粗放式发展过渡到精细化经营
阶段，如果不精耕细作，回报期将
十分漫长。”他的话得到象山首家

“四叶级”特色民宿“心灵谷”负
责人姚茂国的认同。姚茂国以前做
过建材生意，他利用自己的优势建
造运营民宿，把每一分钱都用在刀
刃上。他坦言，如果将设计、施
工、运营管理外包出去，民宿项目
想要回本盈利“长路漫漫”。

民宿由于距离市区较远，工作
日门可罗雀，而双休日或小长假则
一铺难求。“五一、国庆期间，客

站上风口久了
民宿会不会“感冒”

房一个月之前就被预订一空。”“菜
菜”说，民宿产品的特殊性，决定
了价格起伏较大。部分消费者抱
怨，精品民宿周末的价格动辄上千
元，甚至两三千元，这样的价格让

他们望而却步。有消费者感慨，
“价格能接受的时候没时间，有时
间的时候价格‘不可爱’。”如何提
升民宿平时的订房率，是摆在经营
者面前不可回避的难题。

鄞州逐野民宿。（何峰 摄）
宁海九熹民宿。（山水尤 摄）

宁海“村在民宿”。（山水尤 摄）

余姚的“树蛙部落”。（何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