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家乐的演变 初代民宿兴起

有人说开民宿，就像开咖啡馆，外表看似光鲜亮
丽，但其中的酸甜苦辣，只有经营者冷暖自知。很多
人开民宿的初衷都是源自一个看起来美好的“民宿
梦”，就像很多姑娘都梦想开一家属于自己的咖啡馆一
样，每天只要在店里磨磨咖啡，就能随时享受惬意的时
光。但对于今年49岁的林红磊来说，原因却十分现
实，夫妻二人只是单纯地要把曾经辛苦撑起来的农
家乐开下去，才有了如今享誉全城的“网红民宿”。

林红磊的民宿开在崂山脚下的王哥庄街道返岭
村。蜿蜒的海岸线和得天独厚的山海景观，让这里
的旅游民宿产业顺势而起。

如今，返岭村420户居民中，像林红磊一样从事
民宿生意的有近百家。林红磊是地道的崂山人。
2008年前后，崂山旅游逐渐升温，林红磊发现游客
来到崂山的“吃”和“住”成为不错的商机。

2012年，林红磊夫妻俩一合计，投入近100万开
起了农家院。“刚开始没经验，根本没有人来住。”
林红磊夫妇经历过一段苦闷的日子。但随着
崂山区全域旅游的逐步推行，崂山的旅游设施
也在不断完善，风景区成为外地人来青旅游的
首 选 目 的 地 ，这 也 渐 渐 给 他 的 农 家 院 带 来 客
源。就这样，随着络绎不绝的游客前来，在夫妻俩
的用心经营下，农家院也在游客中口口相传，生意也
渐渐红火起来。

随着客流量的增多，林红磊发现客人对住宿有
了新的需求，“有的客人想看海，有的想看山，有的想
住炕，有的想住榻榻米……”这些新的需求，给林红
磊带来了极大的启发——做民宿。“大家手里都有钱
了，生活都想讲究质量，也不是以前能吃饱、能住下
就可以。”林红磊开始去莫干山等地实地考察。万事
俱备之后，2021年，农家院升级为临澜海墅。“从去
年七八月份到现在，基本天天满房。”林红磊说，暑假
期间的房间，很多提前一个月就订完了，国庆假期，
一家人也是忙得脚不沾地。

像林红磊的农家院升级成临澜海墅一样，近几
年，崂山众多民宿蓄力升级。在崂山东麦窑附近的
一谷民宿，推门就能拥抱大海，这里依山而建向海而
生，木制结构简约清雅。谈起之前的农家乐，一谷民
宿的负责人表示，当时的农家乐仅仅是提供住的地
方，游客住的都是简易的床，甚至会安排几个游客住
在通铺上，体验并不好，游客来了也留不住。农家乐
升级改造成了精品民宿，不仅在配套设施环境上进
行了很大的改善，还提供了多元化的游乐体验，这里
已经不仅仅是住的地方，还包括饮食、游乐、文化，传
播的是城市文化和艺术生活。

情怀扑面而来 民宿迭代升级

2010年前后，一批基于“情怀”而建立的民宿产
品在云南的大理、丽江等地密集出现。

“起初开民宿，为的就是想圆一个自己的民宿
梦。”2022年的第一天，1991年出生的张酉晨和爱人
开在崂山仰口景区东侧的青岛安枝海景民宿正式开
门纳客，“房子是向村民租的，选的是一座独栋小楼，
三层，风景很好，有很大的院落，坐在屋里就能拥有
一片海，是我理想中的房子。”谈起自己家的民宿，张
酉晨像在展示一件艺术品，嘴角不自觉地上扬。谈
起选择在此开民宿的初衷，张酉晨说：“其实，这不是
我们第一间民宿了。”2018年，张酉晨夫妇先后在小
鱼山、湛山打造了两处民宿。“起初是为身边的朋友
提供一个来青岛游玩住宿的地方，后来发现来青岛
的年轻人，对民宿的需求多于标准化的酒店，于是便
决心好好做民宿。”就这样，2020年，经过两年的沉

淀，随着城中两家民宿有条不紊地经营，张酉晨打算在
海边打造一处海边别墅民宿，于是在仰口附近选中了
目的地。

2022年暑假，张酉晨的海边民宿迎来高峰，每天
入住量达到 80%。8 个房间，3 个套间全部订满。如
今，已经成为妈妈的张酉晨把主要精力都用在经营民
宿上，丈夫平日打辅助。“平常来消费的都是二三十岁
的年轻人，有的是闺蜜团，有的是亲子家庭。”经过两年
的经营，张酉晨也收获很多，除了认识了全国各地的朋
友，也在一次次的坎坷中吸取了经验。两年时间，张酉
晨的海边民宿经历了两季平、两季淡、两季旺，之前装修
花费了三百万以上的费用，目前已经赚回了本钱。虽然
目前民宿的经营状态距离张酉晨理想中的目标还很远，
但心中的那份情怀，是她坚持下去的动力所在。

品质与服务 迎来大浪淘沙

如果说“情怀民宿”是对旅游目的地情怀的衍生，那
么“品质民宿”则升级标准，抓住住客的需求。在品质化

青岛民宿 踏浪而兴
农家乐、客栈升级迭代成为品质民宿 在政策扶持下民宿经济逐渐成为独立支撑旅游业态的全新产品

远离城市喧嚣，奔赴山海之间，听着阵阵虫鸣，
枕着雨声入眠。从某种程度上看，民宿已经实现了
人们的期待。据中国产业调研网站博思数据研究中
心发布的《2018—2023年中国民宿市场深度调研与
投资前景研究报告》显示，2011年民宿市场在中国
市场起步，2015年莫干山民宿发展成为民宿行业的
旗帜，80多家精品民宿聚集在浙江省莫干山，共创
造了3.5亿元的经济收入。

随后，莫干山民宿效应在全国被纷纷模仿，国内
也掀起民宿热潮，资本和创业者不断涌入。一时之
间，大家的朋友圈里，一些人迅速将心动变成行动，
有人正在建民宿，有人已经在云南、杭州、海南等地
合伙开民宿。12年间，民宿在全国范围内如雨后春
笋般成长起来并遍地开花。从客栈、山庄、农家乐，
到如今具有各地特色的乡村民宿、酒店民宿，依海而
生的青岛民宿，也正踏浪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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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潮中，更具风情的民宿刷新了旅行者对于民宿的理
解，也带动了民宿的第一波高潮。据报告统计，我国民
宿数量从2016年末的5万多家发展到2017年末的20
万家。

“浙江莫干山，便是这波浪潮中的代表。”民宿
经营者牛梅梅告诉记者，最初自己和爱人就是以莫
干山民宿为标杆打造的观星堂。2016年牛梅梅开
始在五四广场附近经营民宿。2019年10月，她在一
次陪外地朋友找住所的过程中，经过流清河西麦窑，
被眼前一片片村落吸引。“当时这片海域的民宿还是
以农家乐为主，但农家乐的卫生和硬件设施不足以
满足游客的需求。”面朝大海，这里的民宿少不了“海”
的元素，但牛梅梅偏要独具一格，于是便有了“观星
堂”这个名字，“原意是要在海边打造一处看星星的小
院，没想到起名后发现，这个名字正巧能把院落和星
座联系起来。”

2019年，牛梅梅在这里有了第一家民宿小院，
起名猎户座，租金一年两万。为了保证小院的原始
状态，又要有品质院落的标准，牛梅梅的老公、从
事设计行业的范钦鹏在装修上花了不少心思。大
到外屋的整体设计和家居的整体风格，小到一个卫
生间的花洒和茶壶，范钦鹏把能想到的房屋风格都
想了一个遍。“尤其是青岛夏天潮湿，所以卫生是
重中之重。”范钦鹏在设计前已经针对青岛的地理
环境给民宿打造了多种预设，比如：地热、暖气、壁
炉等，还有房间里的智能硬件设施，颠覆了消费者
对乡村“简陋”的刻板印象。就这样，牛梅梅把一
年两万租来的村房改造成了一天租2000元的看海

民宿。当地的村民得知惊讶道：“一天两千？我以前
顶多租一天两百！”

2020年牛梅梅又租了4套房屋，日式、中式、工业
风、北欧风……星罗棋布的海边小院，有了系统化的民
宿风格。谁也没有料到，2020年，刚刚装修好的小院
遇到了行业冷淡期，起初牛梅梅心想，接下来的日子要
勒紧裤腰带了。没想到，那一年经过自己的用心经营
和政府扶持，小院竟然没有赔，还达到了保本。这让牛
梅梅看到了品质给民宿带来的进步。

“只要有了品质，住客就有了‘定心丸’。”目
前，牛梅梅的小院民宿距离她心中的品质标准还有
一定空间。她告诉记者，自己每年都会在淡季到南
方或出国学习民宿经营，回来后亲自给每一位管家
和工作人员进行习惯养成和培训。随着春节假期
的结束，牛梅梅的民宿也回归到往日的平淡，牛梅
梅将趁着这段空档期，一家三口踏上一段“学习之
旅”。

“自己要先做一个挑剔的消费者，把房间打造成
自己想来住，才能真正打动住客。”这几天，牛梅梅
打算到南方的城市走走，到各地的民宿取经学习。
因为牛梅梅已经看到，近三年来青岛民宿的水平正
在飞速提升，高品质的民宿也在不断涌现，连附近
的房租也由原先的两万涨到了八万。“乡村民宿”之
所以能够在大浪淘沙中一枝独秀，在牛梅梅看来，
支撑它走下去的就是对“品质”的追求。“民宿不是

‘夫妻店’，既要有农家乐的原始，又不放弃现代的
便捷和智能。既要满足生活状态，又要有细腻的服
务。让住客感受新奇，超出预期。”

新闻链接

政策扶持 民宿崛起
为了满足旅游市场消费的多元化需求，全国各地的

“主题式”民宿兴起，民宿自身在品质、规模上不断升级，
民宿体验被赋予情怀、个性、社交等多重内涵。依山傍水
而建，内部环境是精致温馨，外部环境是自然美景，民宿
逐渐从传统景区的住宿配套解放出来，成为独立支撑旅
游业态的全新产品。

针对遍地开花的民宿经济，近几年，我国大力支持乡
村旅游产业发展，出台了鼓励民宿产业发展的政策。2020
年9月，《乡村民宿服务质量规范》正式发布，非标的乡村民
宿从此拥有“国标”，个性化与标准化实现有机统一，意味着
国家层面对乡村民宿作为一个行业或产业的认可。

除国家层面的规范标准，地方政策同样值得关注。
今年年初，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青岛市财政局联合出台了

《青岛市关于大力提振文化和旅游消费的政策措施》（以下
简称《文旅消费政策措施》），提出了一系列实打实的惠民消
费措施，其中包括对文创产品、文艺演出、影视图书、旅游景
区、星级饭店、等级民宿、旅游线路等文旅产品消费进行补
贴。青岛市市本级投入3100万元，区（市）配套约5000万
元，预计拉动全市消费增长100亿元以上。

受政策支持，民宿发展迅猛，房源数量增长快，同时
带动整个民宿市场房源量的增长。2020年国内民宿房
源总量达到300万套，同比增长88%。乡村民宿房源总量
达38万套，同比增长90%。近几年，我国民宿相关企业
注册量持续增加，2016年民宿相关企业注册量5509家；
2018年突破2万家；2020年注册量达到32005家。

2022年，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山东省公安厅、山东
省消防救援总队联合发布关于贯彻落实《山东省促进服
务业领域困难行业恢复发展的实施方案》的通知，提出创
新探索证照办理经验做法，建立联审联批工作机制，夯实
证照办理基础工作、加强领导和工作调度等，全面优化旅
游民宿办证手续。旅游民宿办证难问题有了解决办法。
近年来，文旅行业作为重点帮扶的困难行业之一，省、市、
区等各级政府部门纷纷出台相关的文件、办法，都将民宿
纳入相关的政策清单中。比如崂山区2022年发布的《崂
山区促进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实施细则》中明
确，新评定的国家级甲、乙、丙级旅游民宿，分别给予一次
性奖励20万元、10万元、5万元；新评定为省级五、四、三
星民宿的，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10万元、5万元、3万元。

专家说法

民宿发展 提质升级
青岛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文旅学院院

长石媚山表示，近几年国家也在不断完善民
宿行业标准并给予民宿经营者足够的扶持，

据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旅游民宿基本要
求与评价》行业标准，对公共环境和配套、
建筑和设施、卫生和服务、经营和管理、等
级划分条件、等级划分办法等提出了明确
的要求。文化和旅游部等10部门联合印
发《关于促进乡村民宿高质量发展的指导
意见》，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等14部门联
合印发《关于促进旅游民宿高质量发展的

指导意见》，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青岛市公
安局等11个部门联合印发《青岛市旅游民宿

管理暂行办法》，对于推动旅游民宿产业的高质
量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随着共享经济的继续

渗透，预计未来几年，民宿不但会继续提速发展，整
合市场，进入淘汰期，更会以自身优质的服务与内
涵，影响更多游客，获得更长足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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崂山西麦窑观星堂民宿。

崂山西麦窑观星堂民宿可以欣赏壮丽海景。

游客来到返岭村民宿取景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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