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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刊双城
打造“巴蜀名宿”，重庆民宿如何发力？

□本报记者 彭瑜

共谋民宿发展良策，
共建民宿产业未来。前
不久，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民宿产业发展联盟在
江津区四面山成立。成
渝两地将通过业内培
训、异地交流、联合开展
活动等方式，倡导共同
的特色民宿标准，携手
打造具有辨识度的“巴
蜀名宿”，建成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民宿产业集
群和增长极。

打造“巴蜀名宿”，重
庆民宿如何发力？连日
来，记者采访了部分重庆
民宿创办人和川渝民宿
专家。

农家乐提档升级发展民宿

11月12日清晨，北碚区缙云村石华寺组，清欢
渡民宿主理人孙德红早早地烧好开水、备上茶，插好
花，等待客人上山休闲。

“过去可没这么清闲。”石华寺组地处缙云山景
区，孙德红早前卖过豆腐脑，1998年把家里的房子改
造成农家乐。每天，孙德红既要到景区门口追车揽
客，还要张罗客人的吃住，一天忙得脚不沾地。她
说，“那时每间房费100块钱，包吃包住，全家人一年
忙到头只有一二十万元收入。”

2018年，当地政府引导农家乐提档升级，组织农
家乐老板到外地考察乡村旅游。孙德红回来后投入
400万元，请来专业团队设计施工，将30间客房改造
成13间民宿，把腾出来的地方设计成公共区域、文艺
书房，院落里大面积种植绿植，把农家乐改名叫“清
欢渡”。

既提升“硬件”，又升级“软件”，孙德红每天对
着镜子练习微笑、说话语调，还学会了插花、茶道、
甜点制作等新技能，游客的休闲方式则从过去的
唱KTV、打麻将，变成了插花、品茶、采摘、亲子活动
等。

“房间少了，客人却多了。”孙德红告诉记者，农
家乐升级为民宿后，居住品质提高，环境更加优美
了，单个房间价格涨到400至1000元，她再不用去
景区门口拉客了，还没到周末，预订电话就接个不
停。她告诉记者，“改建后第二年，民宿经营利润翻
了好几倍。”

两侧青山环抱，远方群山苍茫，静坐在白墙黛瓦
的清欢渡，品茶看山观云，成了客人最惬意的事情。

“清欢渡”很快成了网红民宿。
随着消费升级迭代，市民休闲需求呈多样化发

展。记者了解到，我市不少农家乐都和孙德红一样
正在转型升级发展民宿。以江津四面山景区为例，
目前有中高端民宿、酒店、农家乐400余家，当地正
推动农家乐提档升级，目前已有近20家农家乐申报
提档升级发展民宿。已经完成提档升级的5家民宿，
虽然客房数量减少了，入住率却大幅度提升，收入普
遍翻了两倍。

从2016年开始，四川青城山就推动2000多家
农家乐向民宿转型升级。“民宿不只是提供吃住，更
是提供一种生活方式。”都江堰民宿协会青城山分会
会长钟国伟告诉记者，从基础装修到服务投入，民宿
都要做足、做精、做细私人空间，满足客人休息、喝
茶、阅读、聊天等多元需求，提供有温度的服务。“农
家乐转型升级成为民宿，就是要提高附加值，让客人
感受到房价从200元提升到1000元，物有所值。”

培育品牌引领民宿产业发展

“发展民宿，既要提升品质，更要打造品牌。”成
都旅游住宿业协会会长安茂成称，有品牌就有影响
力，才能吸引人才、促进发展。他说，打造具有辨识
度的“巴蜀名宿”集群，关键要发挥品牌民宿的标杆
作用，引领民宿产业发展。

这两年，江津四面山陆续引入了莫干山·大乐之
野重庆首店、山墅·星空民宿、派·晚居民宿等高端民
宿品牌，带动大四面山景区全力打造四面山·宿集。

记者在大乐之野·四面山民宿看到，该民宿位于
半山腰，坐东朝西，依山而建，白墙、灰瓦、红色楼梯，
在青山延绵中格外醒目；整个民宿围绕建筑与山体
的关系，设计建造了观山房、倚山房、隐山房等高低
错落的三组建筑。

“整个项目有10多个网红打卡点。”大乐之野·四
面山民宿主理人王嘉威介绍，观山房的公区与客房
之间的折返楼梯，与5个标高层相通，极具山城趣味；
客房内设置独立的私汤泡池，可以满足游客冬季度
假需求；特别是二层咖啡吧的无边泳池，拥有180°
山野视角。“云山、雾海、森林、新竹、晨曦、日落等尽
收眼底。”

今年6月，大乐之野·四面山民宿试营业，短短4
个月接待游客4000余人次。王嘉威坦言，除了依托
四面山旅游资源和民宿特色设计、温馨服务外，品牌
效应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品牌的价值不只在于吸引游客，更在于带动更
多农家乐、民宿提档升级，整体推动民宿产业高质量
发展。现在，大乐之野·四面山民宿不只是吸引游客
打卡，当地的很多民宿主，甚至外地民宿从业者也纷
纷前来考察学习。

过去，江津人贺思明与弟弟一直在外打拼。
2020年，兄弟二人回到江津四屏镇青堰村创办青堰
美宿。“之前以为民宿就是诗和远方。”参观了大乐之
野·四面山民宿后，贺思明认识到，做民宿产业，不能
只凭一腔情怀和一身干劲，还要考虑自身定位是否
清晰、客户群是否明确，资金使用有无规划，营销、培
训等方面是否跟得上。

受到启发的兄弟俩开始对青堰美宿进行软装升
级，打算依托富硒水、双生文化和当地的插旗山、天
眼、盐茶古道等资源，挖掘更多有文化内涵的景点。
开辟独立的休闲区，培训提升服务人员，加大对外推
介力度，希望更多合作伙伴共谋发展。

“既要把品牌民宿请进来，也要培育本地民宿品
牌带动产业发展。”安茂成认为，“巴蜀名宿”不只属
于成渝两地，还应打造成整个西部地区认可的品牌，
走向全国。

亟待培养专业民宿人才

采访中，我市民宿经营者普遍向记者表示，民宿
产业人才缺乏问题突出，目前民宿品鉴、维保、培训、
宣传推广、供应链服务等相关从业人员，以及对民宿
拥有行业管理权的政府官员、村组干部、协会工作人
员等，都需要培训提升相应能力。

梁平区竹山镇猎神村，地上有35万亩竹林，地下
富含石膏矿。过去，当地人利用竹子造纸、开采石膏
矿赚钱，严重污染了环境。

2017年，梁平区竹山镇猎神村一口气关闭5座
石膏矿，转型发展乡村旅游。在外打拼多年的陈中
明回村考察，见矿山关闭了、竹子也不造纸了，百里
竹海打造成了景区，他投资2000余万元，回乡整合7
户村民的闲置院落，建起了梦溪湉园民宿。

“民宿好建，人才难求。”陈中明因为要忙苏州的
工作，抽不开身来亲自管理民宿，管家、前台、餐饮、
客房都要招聘。他说，“都不好招！年轻人不愿留在
山里，老年人又不懂民宿经营。”

特别是民宿管家，陈中明物色了很久都未能到
合适人选。最后，只好安排财务人员唐攒英暂时代
理管家职务。

“民宿人才招不到、留不住。”唐攒英告诉记者，
不只是民宿管家，包括前台、餐饮、客房等相关人员
都一直招不齐，只好就近雇用当地上了年纪的村
民。她不但自己边干边学打理民宿，还要手把手地
教村民打扫清洁、整理客房、接待客人、准备饭菜。
唐攒英分析，之所以民宿招人难，一方面因为乡村民
宿偏远，客源不稳定以致待遇不高，对民宿人才特别
是青年人才吸引力不够；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目前高
校缺乏相关专业，尚无培训专业民宿人才的渠道。
唐攒英说，“我现在是身兼数职，前台接待、餐饮服
务、客房整理等，啥都干。”

记者采访了解到，民宿产业发展缺乏专业人才
已是普遍问题，很多从业者都是“野蛮生长”，像唐攒
英一样边干边学。

重庆市民宿产业协会副会长、江津区四面山民
宿产业协会会长王鹏称，眼下，民宿产业涉及的山水
资源运营、渠道开拓维护、柴米油盐经营等方面的人
才都很稀缺，民宿管理需要更灵活、更有温度的服
务，酒店行业的“空降兵”又不能解燃眉之急，因此培
养培训民宿专业人才刻不容缓。他说，四川青城山
创办民宿学院，通过不定期召开相应的培训课程，辅
导青城山镇农家小院实现向民宿的转型升级，助力
民宿实现特色化、聚集化、品牌化，这样的做法值得
借鉴。

进一步讲好故事做足宣传

半卷竹帘、围炉煮茶、干果满盘、插花飘香、青石
幽院、竹椅小坐……11月12日，又一个周末的上午，

南山鉴宽山房民宿主理人曾亚又在微信朋友圈发
“九宫格”了，并向好友发出游玩邀请。

鉴宽山房建于2015年，是重庆南山第一家民
宿，由当地农民鸡舍改建而成。民宿除了13间客房，
还有独立的茶舍、画廊、会议室、中餐厅、咖啡馆、沙
龙空间。鉴宽山房离主城核心商圈20分钟车程，毗
邻南滨路、洪崖洞、江北嘴等，地理优势十分突出。

“好酒也要勤吆喝。”打开曾亚的微信朋友圈，她
几乎天天都要发帖，有时一天发好几条。她说，做民
宿要重视私域流量的培养，增加客户黏性，培养认同
自己价值观的忠诚粉丝，同时利用微信朋友圈、公众
号、微信群等平台，和客户建立更多联系和互动，推
动用户的转化、留存和复购。

在民宿众多的今天，客人为什么会反复选择
同一家民宿？曾亚认为只有一点，那就是客户能
在这里找到同频的磁场，待着舒服。所以，鉴宽山
房在挑选员工时，会格外留意他们的生活观和世
界观，这能给精准客群提供情绪价值。她说，民宿
主或管家们的生活态度、价值观，是构建私域流量
的重要方法。

“做民宿，既要会建设、管理，更要擅长宣传推
介。”曾亚称，每一个场域，一定有主人的审美、认知、
价值观，别人无法复制这样的气息。

沙坪坝区居尚人家创始人陈天贵称，重庆民
宿之所以品牌不够响亮，主要在于包装不够、宣传
不多、推广不足。他认为，重庆发展民宿产业，既
要做精产品，还要讲好故事。在民宿主做好私域
流量培养，凝聚忠诚客户同时，民宿行业协会、民
宿联盟等组织也要发声，与政府谈，争取政府支
持、政策扶持；与联盟谈，整合上下游资源；与平台
谈，为民宿业主推介、发声，争取更多的话语权、主
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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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乐之野·四面山民宿无边泳池成了网红打卡点。
（受访者供图）

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岷江村的岷江书院。当地
采用“合作社+农户+公司”等模式发展民宿等乡村旅
游项目。（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发）

四川省宣汉县巴山大峡谷景区民宿。
（新华社发）

渝北区玉峰山特色旅游民宿。
记者 郑宇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