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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游悠游

本报记者 叶晨

2017 浙江旅游总评榜评选目前已经截止网络投票，接

下来将进入专家评审阶段。其中，最火热的投票评选之一要

数年度游客喜爱的民宿。

现今，民宿这一诞生于市场需求，又被乡村度假游爱好者广

泛追捧的业态，正在进入极为关键的变革升级期。我们既期待

本次总评榜揭晓一批忠实乡土、锐意创新的优质民宿，也期待这

些行业典范能够为浙江乡村旅游发展带来更好的引领作用。

1月15日，省旅游局也公布了拟评定为浙江省首批白金

级、金宿级的民宿名单，为部分精品民宿确立了品牌口碑。

浙江民宿新观：为了一张床，来到一座城

从居住空间，变成你的旅行目的地

为了一张床
来到一座城

越是临近年关，浙江各地民宿的人气就

变得越旺，岁岁固然。

“周末我们有一个年猪饭活动，如果有时

间可以来看看。”沈蒋荣是莫干山莫梵民宿的

主人，每逢年俗节庆或者播种收获的季节，他

常常会与团队一起大开脑洞，策划些有意思

的农事体验，再和村民联手来做。目的很简

单，为了留住住客。

毕竟，在莫干山镇正式营业的民宿早已

超过了400家，没点个性上的竞争，都不好意

思说这里是民宿的“江湖”。

当然，谁也未曾想到，以2010年~2013年

西坡、大乐之野、原舍扎根莫干山为讯号，民宿

产业会像雨后春笋般“生长”开来，直至扩散到

松阳、安吉、温岭等地，掀起了浙江的乡村度假

热；但我们肉眼可见的是，民宿也在悄然发生着

变化——和莫梵一样，原本作为旅游住宿与餐

饮提供者的它们，正朝着联动农业和手工业、住

客体验更加多元化的乡村生活体验地转变，现

在，越来越多的人，“为了一张床，来到一座城”。

从住宿地变目的地
浙江民宿要让游客留得更久

从为农户们吆喝农产品的云上平田乡村

慢生活体验区，到村民公寓、度假公寓、民宿

聚落、生态农场果园一应俱全的松阳榔树大

院，乡村旅游体近年来频繁地走入我们的视

野⋯⋯那么，是什么促使浙江民宿外延的扩

大，逐渐形成农业、手工业、住宿餐饮业三核

俱全的乡村生活体验地呢？

浙江省旅游局产业促进处处长李伟钢分

析，当今游客旅游方式的变化，是导致民宿市

场做出调整的重要原因。“近几年，人们逐渐

从观光旅游变为休闲度假，现在又开始倾向

于体验式旅游，这使得乡村民宿亟待补充新

的元素，甚至主动与其他产业进行融合。”

当然，原因还不仅于此。如果说根据客

源喜好做出调整，是“不得不做”，那前期资本

积累到一定程度后的产业淘汰与升级，便称

得上打造乡村生活体验地的“大势所趋”。

“跟四五年前比，民宿随着市场走向，自然

而然已经形成一定的标准，但各家民宿品牌要

想立于不败之地，还得继续在这个标准上做加

法和乘法。”资深民宿从业人Tom谈到，民宿

消费作为当代游客消费升级的产物，其本身也

需要与时俱进，让空间与时间类消费升级。“最

早来住民宿可能就是告诉客人看山望水、放空

身心；可现在不行，我们要做的是让客人有东

西吃、有东西玩，从而肯花时间留下来。”

怎么样才能让游客留下来？他认为：“客人

选择入住民宿，不仅仅是对空间有要求，对时间

类消费同样有要求，所以民宿才要从‘住宿地’

往‘目的地’走，民宿团队才会更加注重内容的

填充。比如大乐之野就打造了一系列的品牌标

识——‘野有咖’说的是有咖啡馆，‘野有食’指

有纯正健康的田园风味美食，‘野有酒’是为了

让都市游客有个把酒言欢的场所等，内容业态

的填充就是这样。”

至于如何帮客人打发时间，不少扎根在乡

村的民宿人，自然在农业这一块上下起了工夫。

从窥见一隅乡愁的美宿
到带动当地人致富的小型乡村

“以前民宿替周边农户贩卖农产品，只是

延长旅游产业链的一种方式；而我们提倡的

是，民宿能让住客参与农事体验，将单纯卖产

品丰富为卖农事过程，并利用旅游这一途径，

使得农业的附加值逐步提高，从而带动乡村

一二三产的协调发展，最终实现农民增收、环

境变美的目标。”李伟钢谈了自己对于民宿升

级方向的看法。

不少乡村旅游专家也指出，乡村生活体验

区与综合体的打造，即是促进一二三产融合，达

成多功能、多业态、多效益的积聚，这一实践或

将大大增加浙江农村的就业机会，提供创业方

向，推动衍生产业发展，还能丰富城乡的多元化

互动，对于进一步加深人们对于田园文化的认

知，促进年轻人返乡就业具有相当的意义。

沈蒋荣的莫梵民宿，算是一个落于细微

处的代表。

“其实，我们已经是一个小型乡村旅游综

合体的体验区。首先，我们提供给客人的一

些农村体验，比如上山砍竹子、做竹筒饭、农

田种菜、采摘水果，所有的活动都填充了民宿

的综合项目。其次，虽然没有大片的农田，但

我们结合利用农民耕作的土地资源，也为当

地村民带来了新的增收。”老沈说。

这样的小型乡村，具体实行怎么样的互

利模式？他举例介绍：“比如一户人家农田里

有什么作物成熟，又或者需要种什么东西，那

我们可以穿针引线，推荐客人去亲身参与采

摘、播种、购买，并让农民自己去对接这一块。”

多年来的实操经验告诉老沈，田园综合

体其实不一定需要自己拥有（或租赁）几百亩

土地，民宿主大可以把农民的资源结合在一

起利用，达到三全其美的奇效。

与手工业融合
未来吃住用都可能来自当地

除了农业，民宿也可以与手工业进行融

合。在江苏等地，国内知名的乡创团队“乡

伴”先后在苏州计家墩村、南京苏家打造了乡

村生活体验地项目，其中前者引进了“爿木工

坊”等可供体验参观的手工业态，后者更是有

几位年轻人在当地成立了手工皂作坊，专制

做手工肥皂，供当地民宿和住户使用。

“对于乡建来说，要打造一个适合宜居的

乡村，农业可以是休闲或是观光农业，制造业

可以引入手工作坊，服务业可以是精品民

宿。但乡村生活体验地项目并非三者简单地

组合一下。”Tom谈道。

“通常来讲，住宿板块太窄了，而乡村综合

体则需要很多元素添加进去，包括当地的特有

农产品、农文化、生活传统等标识。所以，相对

合理的比重分配下，民宿可能只占40%，剩余

部分都需要由另两种产业来填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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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