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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季人满为患，淡季门可罗雀

民民宿宿逐逐渐渐火火起起来来，，季季节节性性是是道道““坎坎””
本报泰安12月19日讯(见习记者

孙凯) 随着旅游市场需求的变化，
走马观花的出游方式已经出局，融入
当地居民生活、享受慢生活为特点的

“民宿旅游”正在悄然兴起。依托泰山
的优势旅游资源，近年来泰安当地的
民宿产业，也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
然而泰安民宿产业发展至今，摆在众
多民宿店主面前最紧迫的问题，就是
淡旺季客源分布不均衡，市场运营各
自为政的窘境。

现如今，越来越多的都市人将旅
游的脚步迈向乡村，寻找依山傍水的
村落，小住一段时间，在感受乡土人
情的同时尽享悠闲生活。目前，泰安
当地的民宿产业分布零散，大体成三
角式布局。主要分布在三个区域，一
是在泰山景区红门进山口东侧的老
环山路及红门路周边零散分布、二是
位于泰城西部道朗镇及泰山彩石溪
景区附近，为依托原始村落改造而成
的村居民宿，三是在泰城南部大汶河
景区沿线修建的休闲民宿。

民宿，其实是一种对利用自家闲
置房屋进行接待住宿或提供独具地
方特色文化感受的酒店俗称。在酒店
招待行业中，内部人士对这种酒店统
称为“非标准化住宿”。模糊的称谓和
定义民宿作为一种有别于传统酒店，
能带给游客温馨亲切、家的感觉的旅
游接待设施，是人们体验旅游地风土
民情和地方文化的载体，也是旅行者
了解旅游地的重要方式。但是目前投
资民宿似乎已经成为了一种风潮，众
多大大小小的新建民宿，如雨后春笋
一般出现，民宿产业的问题也随之出
现，首当其冲的就是旅游淡旺季游客
分布不均。记者了解到，目前泰城的
修建的民宿普遍规模较小，房间数量
一般在20间以内，旺季房间价格在

200元到300元不等，一家位于老环山
路附近民宿客栈的魏经理告诉记者，

“现在正处于旅游淡季，游客比较少，
住宿的人自然比不上旅游旺季的时
候，在旅游旺季和小长假期间，这里
的房间几乎都爆满，有时候甚至还要
提前半个月进行订房，但是进入冬季
之后，入住率就明显下降，平时的入
住率一般只在一半左右，勉强能够维
持酒店的日常开销。”其实，目前泰安
很多民宿都走进了一个误区，只是一
味追求酒店的外在装修，在形式上向
乡村文化体验式的酒店靠近，但是在
房间的内部装修和功能区划分与一
般酒店无异。这也就直接造成了民宿
酒店淡旺季区分明显的问题所在。

但实际上，民宿酒店的优势就在
于文化体验感和慢生活养生度假的
旅游方式，正因为这样的特点，一家
运营完善的民宿酒店，旅游环境淡旺

季，并不会成为掣肘的民宿酒店经营
的主要因素。“我们酒店是今年6月份
刚刚开始运营，目前还在刚起步的阶
段，在酒店建设之前，我们也曾经多
次去外地考察研究过，一开始我们就

设计把酒店划分为水吧、住宿和观景
三个功能区，所以即使现在是在旅游
淡季，我们目前的经营状况依然比较
可观。”红门路一家民宿酒店的刘经
理这样说道，在很多民宿店主看来,如
今很多所谓的民宿,只是给房子进行
了小资情调的装修,但缺乏品质和人
情味的房子并非真正的民宿。“目前
泰安民宿发展还再刚刚起步的时候，
一些发展状况还不完善，主要是经营
不成体系，各家民宿酒店也比较分
散，没法像莫干山那样比较成型的民
宿酒店，形成一个统一的文化经营
区。”在南方民宿业发展较早的地区,
当地民宿背后已经形成了一个产业
链。换言之,民宿成为了当地旅游业的
一部分、旅游链条上的一个节点。从
这个角度看,民宿应该是一种体验式
旅游的载体,而不仅仅是“宿”的旅馆。
从目前泰安民宿业的发展来看,需要
政府积极出台相关的政策加以引导,
也需要本地人市场消费观念的转变。
未来民宿还要探索与周边休闲运动、
自然人文业态联合起来，形成新的产
业链。

泰山景区红门进山口东侧民宿小院。

红门路民宿酒店水吧功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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