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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界视点警界视点 A12

近年来，随着象山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和
群众消费观的改变，乡村旅游、自由行成为常
见形态，以家庭式管理为主的民宿行业也随
之兴起。据统计，2012年，象山县民宿（农家
乐）只有120余家、床位数1000张。截至目
前，象山全县民宿已增加到656家，占全市民
宿的56%；民宿床位数突破12000张，占象山
全部住宿床位数的一半以上。特别是今年上
半年，象山又增加了160余家民宿。

民宿行业作为经济新业态、管控新阵
地，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极大地促进了旅游
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带来大量新风险、新隐
患。据象山县公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他们
在大巡访中发现，其中存在的最大隐患是不
少民宿没有通过民宿特种行业许可证审批，
治安管理也存在很多问题，个别民宿没有配
置旅馆业标配的监控设施和治安安全设施，

极易发生各类刑事、治安事件。随着旅游旺
季到来，噪音、车位被占等各类治安、环保
诱因，业主容易与周边居民产生矛盾。游客
通过网上预约入住的黑民宿，极易成为侵财
类案件的高发地。

另外，消防安全隐患也是老生常谈的问
题，不少民宿存在建筑物消防条件缺失、消防
设施配备不到位的问题，有的民宿建筑主体
为木结构，有的民宿建筑物的公共走道、门厅
的顶棚、墙面采用燃材料装修，且未设置自动
喷水灭火系统或简易喷淋装置等。

4月9日，象山新桥派出所民警在对当地
出租房进行日常检查时，发现一家民宿存在
地下室住人、设置厨房使用明火等消防安全
隐患，当场责令负责人于4月15日前整改完
毕。但在4月16日民警回访复查时，发现仍
然是原样，最终相关人员受到处罚。

“民宿热”该如何
象山警方打造民宿管理样板

如今已是全民旅游时代，出门旅游住哪里？过去，住酒店是人们的不二之选。现在，民宿作为一
种新型业态，因入住便利、资源独特且带有一定的文化属性,成为休闲旅游业的“新宠”。在象山，民
宿行业发展很快，目前全县有民宿656家，占我市民宿总量的56%，今年上半年象山又增加了
160余家民宿。

民宿的蓬勃发展也带来安全隐患，如何引导“民宿热”有序发展？今年以来，象山县公安
局在全市“千警下基层、万警大巡访”专项行动中开展民宿风险隐患整治，着力打造民宿管
理样板。

五种民宿管理模式成样板

据象山县公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为
确保民宿管理落到实处，建立长效机制，
象山县公安局民宿风险隐患整治攻坚团
队制定了民宿管理工作模板，固化了五种
管理模式。

一是墙头镇方家岙村模式。以民宿
家庭户为单位申领特种行业许可证，每家
民宿统一安装旅馆业住宿登记信息系统，
村旅游公司安排1名专职辅警（派出所）和
2名专职信息登记管理员，通过建立民宿
管理微信群，由业主在微信群内报告有客
人入住或客人退宿，专职信息登记管理员
上门核对，并负责按照“四实”登记规范要
求将信息输入旅馆业住宿登记信息系
统。专职辅警会同村干部每天安排检查、
巡逻，确保信息登记100%。

二是泗洲头镇花墙村模式。以村旅
游公司和民宿家庭户为单位申领特种行
业许可证，每家民宿统一安装旅馆业住宿
登记信息系统，实行村旅游公司和民宿业
主根据工作职责，按照“四实”登记规范要
求将信息输入旅馆业住宿登记信息系统。

三是定塘镇沙地村模式。以村旅游
公司为单位申领特种行业许可证，由村旅
游公司安排专职信息登记管理员，负责按
照“四实”登记规范要求将信息输入旅馆
业住宿登记信息系统。

四是新桥镇黄公岙村模式。围绕新
桥影视产业，每家民宿统一安装旅馆业住
宿登记信息系统，由派出所负责业务培
训，民宿业主负责按照“四实”登记规范要
求将信息输入旅馆业住宿登记信息系统，
派出所强化监督检查、处罚。

五是宾馆管理模式。主要对象是全
县的精品民宿、特色民宿，统一以民宿为
单位申领特种行业许可证，统一安装旅馆
业住宿登记信息系统，统一由民宿业主负
责按照“四实”登记规范要求将信息输入
旅馆业住宿登记信息系统，派出所根据旅
馆业管理要求强化管理。

记者 张贻富 通讯员 贺恺 胡黛虹

“派出所小罗，客人已到，身份证怎么输
入电脑？”“把客人身份证平放在身份证识别
器上，电脑上按一下二代身份证读入，电脑就
会跳出客人信息，核对一下信息，输入房号按
确认就可以了。”

这是一家农家客栈业主通过微信请民警
为他们实时解答问题。今年4月，墙头派出
所和辖区民宿业主搭建了“墙头派出所民宿
管理群”，目前已有33家业主入群。

在这个微信群里，民警及专管员实时为
民宿业主提供在线解答、业务咨询。比如，入
住的旅客没有有效证件，业主在微信群中上
传入住人员信息，民警对身份信息进行及时
查询比对，并出具“同意住宿单”。微信群开
通以来，累计开展防范宣传15次、网上答疑
60余条、核查旅客身份信息100余人次，有效
提高了民宿管理效率。

这是象山县公安局民宿管理的一个缩
影。前不久，象山县召开民宿整治专题部署
会，多部门联合出台《象山民宿规范整治专项
行动方案》。随后，作为“主力”的象山县公安
局召开民宿治安管理现场会暨“大巡访”工作
推进会，并出台了《象山县公安局民宿治安管
理工作规范（试行）》。

“我们通过对全县18个乡镇（街道）的乡
村人文、自然景观、生态环境资源及农林牧渔
业生产活动特点进行分析，对民宿的定位进行
政策引导和统筹安排，改变了以往民宿单打独
斗的局面，形成特色民宿集群，实现了规模效
应。”象山县公安局相关负责人说，在此基础
上，他们建立了“审批规范”“管理规范”以及

“处罚规范”三项机制，其中“审批规范”统一了
准入标准，要求开设民宿做到“二合法”，即主
体合法、民宿建筑物合法；“二标准”，即治安安

全符合标准、消防安全符合标准，主要由消防
大队和属地派出所逐项进行现场检查，并出具
《现场检查情况登记表》作为审批前置。

在“管理规范”机制上，民宿治安管理要
做到“三规范”“三确保”，规范民宿管理中心
的民宿示意图、公示牌、工作人员职责、投诉
受理程序“四统一”和民宿经营户的民宿登记

“三问三核四严禁”工作制度、入住登记制度、
从业人员职责、住宿人员须知“四统一”，强化
民宿经营户对服务收费明码标价，且公布投
诉电话，接受相关部门和游客的监督，确保民
宿各项管理制度上墙公示并落实到位。“四
实”登记规范确保对住宿的旅客实行实人、实
名、实时、实情的住宿、退宿登记到位。

在“处罚规范”机制上，以打促规范、以打
促长效。对于确因环境卫生差、内部结构不
合理、管理模式有缺陷，易发生刑事、治安和灾
害安全事故且难以整改的，坚决予以取缔；对
未取得《特种行业许可证》擅自开办民宿的，依
法予以罚款、拘留，并责令补办手续或予以取
缔；对未落实“四实”住宿登记和报告制度的，
依法予以罚款、拘留；对民宿业主因参与违法
犯罪活动等原因，致使民宿成为违法犯罪活动
场所的，吊销该民宿的《特种行业许可证》，并
建议市场管理部门依法吊销其营业执照。

据了解，今年2月以来，象山县公安局在
全市“千警下基层、万警大巡访”专项行动中
成立攻坚团队，排摸出各类民宿治安风险隐
患94处，已整改44处；民宿特种行业许可证
做证率提高22个百分点；关停不符合治安消
防条件的民宿9家；新安装民宿周边及主要道
路建设视频1564个；旅馆业信息登记系统安
装率100%；行政处罚违法违规民宿48家，行
政拘留4人。

“民宿热”背后的隐忧

民宿管理的“象山经验”

民警正在对民宿进行例行检查。 石春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