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冠病毒疫情，打亂了許多人的春節出遊規劃，也給原本滿

房運轉的民宿行業按下了「暫停鍵」，從「接單接到手軟」到

「退單退到心痛」，民宿主們的心情猶如過山車般起起伏伏。

然而，心痛過後，他們決定積極應對，抱團取暖，上爭政策支

持，如延付貸款利息、商業用電轉收民用收費等，下練內功，學習營銷知識及為當地滯銷的農產品找

出路以增加收入，部署即將到來的「消費井噴」。

民宿主們怎麼看？
◆ 莫干山樸宿：民宿本來就是賺慢錢的一個行

業，一個春節或者幾個月的時間不會影響到
整個行業的發展。

◆ 陽朔畫山雲舍：民宿是酒店行業不可缺失
的一部分，因為市場需求在那裡，船小好
調頭，既使是給員工停薪，員工也更容易
理解和接受，這樣省了最大的成本開支。

◆ 原鄉蘆茨：（滯留員工）守店，維護好門店衛
生和設備，做好客戶維持，拍照做素材，持續
自媒體更新，隨時做好重新營業準備。

◆ 張家界大庸秘境：參照2003年SARS的經
驗，暑假後旅遊業會迎來報復性增長。雖然
遺憾地錯過了正月的生意，但是租金成本不
大、投資相對小的民宿容易輕盈上陣，稍作
轉型是可以支撐到的。

◆ 杭州不是居：非典後十年迎來了內地旅遊
黃金期十年，相信這次的疫情影響也是。

◆ 新疆貓窩客棧：通過這次疫情，行業洗
牌，一些投機的、低層次的所謂民宿倒
閉、轉行，對民宿行業也許不是壞事。

◆廈門oneday設計師民宿：希望經過這次事
情也是給大家冷靜的一段時間，對民宿行
業大家要理性投資，理性進入，讓民宿行
業恢復健康的狀態。

▼莫干山民宿業主們向
村裡的老人宣傳防控防
疫方法。

▶新冠疫情令不少民宿
從「接單接到手軟」變成
「退單退到心痛」。圖為
堯珈黃果樹凡舍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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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起抖音 賣農產品幫補收入
作為堯舜集

團旗下高端民
宿酒店連鎖品牌，堯珈在浙江安吉和
貴州黃果樹共運營了四家精品民宿。
堯珈運營總監柯其穩告訴香港文匯報
記者，春節期間，安吉仲夏店退掉了
近 30 萬元（人民幣，下同）的訂
單。

春筍包郵到家 1晚賣3噸
柯其穩說，安吉最出名的農產品就是
春筍，因此客人們前來住店，幾乎每次
吃飯都會點一道有春筍的菜，有的客人
離開時還會買些筍製品帶回家送人。
「現在民宿不開，遊客不來，許多農民
家裡種的春筍就出現了滯銷的情況。我

們店裡不少後勤阿姨都是周邊村裡的，
她們的親戚朋友許多都是種春筍的農
民，現在愁得不行，擔心再過幾天春筍
就要爛在地裡了。」
得知這個情況後，堯珈聯合了30多

家民宿同行發起了「助農賣筍」的活
動，一份10斤裝的春筍128元包郵到
家，這樣既能解決農村的農產品滯銷問
題，又能為「宅」在家中的城市朋友們
提供價廉物美的新鮮春筍。「僅僅用了
一個晚上的時間，我們就賣出了近3噸
的春筍！」

直播平台拉客 粉絲量急增
另外，堯珈早在成立之初就非常重視

抖音營銷，還為此專門籌建了自己的短

視頻團隊，安排攝影師跟拍用戶。柯其
穩介紹，疫情之下，線下業務幾乎停
擺，原本負責店內服務的不少小夥伴也
加入到線上的營銷團隊中來，學習抖音
的拍攝和製作技巧。
「疫情期間，抖音對民宿主們有很

多扶持政策，包括抖音企業號的免費
認證、工作人員的免費指導等等。在
這樣的背景下，我們有許多線下小夥
伴做出了很好的成績，幾個新註冊的
抖音賬號的粉絲數量從零漲到一萬
多，拉新效果十分明顯。還有很多小
夥伴自學了直播，在一些直播平台上
向粉絲們介紹民宿的環境和內飾，獲
得不少點讚，這些都可能會轉化為新
的遊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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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年三十的晚上，看到全國各地
的醫護人員放棄闔家團聚奔赴武漢
的新聞，不少民宿主的心裡都是五
味雜陳。於是，莫干山民宿行業協
會當晚便發起倡議，希望疫情過
後，能邀請凱旋歸來的勇士們帶上
家人來莫干山吃頓團圓飯，補過一
個不同尋常的「春節」。隨後，一
個名為「致敬」的微信群很快建立
起來，莫干山的民宿主們開始絡繹
不絕地掃碼進群。
「看着群裡的參與名單越來越

長，我心裡是一種說不出來的滋
味，既欣慰，又感動。」沈蔣榮
說，以前大家是競爭對手，平時協
會裡的活動雖然人們也會參與，但
從未像現在這樣踴躍，真正有了一
家人的感覺。「目前我們已經有
300多家民宿報名，另外還有一些
農場、果園也希望參加，他們說，
雖然提供不了客房，但可以為醫護
人員提供餐飲物資等等。」
「這段時間我比民宿營業還忙。」

沈蔣榮扳着手指頭給記者算了算他每
天的日程安排：為一線的工作人員籌
集和運送物資、代表行業協會去鎮裡
商討對策、向村裡的老人宣傳防控防
疫方法、與自家民宿的店長策劃疫情
過後的營銷方案。
談及為什麼在遭受損失的同時，

仍要堅持愛心捐贈，沈蔣榮表示：
「整個莫干山鎮有那麼多民宿，村
裡的民宿如何脫穎而出？最大的優
勢就在於本地化的服務和體驗。因
此，唯有維護好鄉村的整體環境，
民宿才能得到長遠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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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愛翔認為疫情的困難
是暫時性的，長遠而言依
然看好民宿行業的發展。

重視營銷 競爭「把故事講好」

凱度諮詢數據顯示，有78%的被訪者
對疫情過後的旅遊出行表達出了強

烈的消費慾望。「我還是很看好民宿行
業的未來發展的。」內地民宿領域最大
的SaaS服務商─「訂單來了」CEO沈
愛翔認為，與主攻商務市場的酒店行業
不同，民宿行業主攻的還是度假市場。
「因此，面對疫情過後的旅遊消費市場，
民宿行業會『切到更大的蛋糕』。」

「莫梵」春節損失20萬
「春節前後，我總共退掉了82個房
間，損失在20萬元（人民幣，下同）
左右。」沈蔣榮是民宿品牌「莫梵」
的創始人，2014年，原本就是浙江莫
干山仙潭村人的他帶着在縣城裡打工
攢下的錢，將自家的老宅打造成村子
裡的第一間精品民宿。火爆的生意不
僅讓他租下了隔壁的幾幢村宅，還引
發了村民返鄉創業的風潮。「我們村
裡共500戶人家，如今有145戶都開
了民宿。」
如果沒有這場疫情，「莫梵」的26間
客房早已被老客們預訂一空，甚至有人
從年前訂到了年初五，打算帶家裡人來
好好度個假。「隨着疫情蔓延的消息愈
演愈烈，莫干山鎮政府做出了民宿暫停
營業的決定，為了保障村民和遊客的安
全，我們在大年初一『苦口婆心』地勸
走了最後一波客人，對整幢民宿進行了
清掃和消毒。」

莫干山勸退三萬客人

「你要說不心痛是假的，畢竟春節是
我們民宿行業的黃金時段，七天的營業
額甚至能佔到全年營業額的 20%左
右。」沈蔣榮告訴記者，為了抗擊疫
情，今年春節期間，莫干山鎮的800多
間民宿共勸退了近3萬人次的遊客，損
失並不小。「但是大家都一致認為，與
賺錢相比，人的性命安全要重要得
多。」
據介紹，如今「莫梵」的26間客房均價

在1,400元左右，2019年的入住率超過了
50%，這在競爭激烈的莫干山民宿行業算
是一個挺不錯的成績。「每年的2月、3月
原本就是民宿行業的淡季，所以損失的主
要就是春節期間（年三十至年初六）的收

入，到了年初七許多遊客趕着上班，入住
率會有明顯的降幅，再往後基本就沒什麼
人來了。」

看好「報復性消費」增長
在沈蔣榮看來，這次疫情造成的損失

是可控的，如果能在「五一」黃金周前
結束，對全年營業額不會造成太大的影
響。「政府也一直在幫我們想辦法，包
括與銀行談能否延緩繳付貸款利息，與
供電局談能否在這幾個月裡把商業用電
轉為居民用電收費等，大家都沒有坐以
待斃，而是積極行動起來。」他稱身邊
的同行都看好疫情過後的「報復性消
費」增長，因此唯有先活下來，做好營
銷和推廣，才能更好地「收割」這一波
的出行紅利。

■莫干山民宿
「莫梵」勸走
了所有客人，
對整幢民宿進
行清掃和消
毒。

要聞文
匯

■責任編輯：黃遠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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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俞晝 杭州報道
圖：香港文匯報浙江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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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客在堯珈安吉
仲夏店閒適地看
書。

◀疫情來襲，建在
竹林深處的民宿也
受到影響。

疫情令民宿停業，民宿業主這段時候
除裝修、消毒房間之外，據沈愛翔介
紹，不少業主還自我增值，努力學習營
銷知識。他認為，以前民宿是資本密集
型行業，靠投資賺錢，投資越多，裝修
越好，就越能吸引人去入住；但是現在
的民宿已經是智力密集型行業，靠的是
營銷能力，誰能把故事講好，誰才能吸
引人去體驗。「這也是為什麼現在的民
宿越來越重視在線營銷的原因。」

報讀課程激增十倍
在此基礎上，沈愛翔的「訂單來了」開

設了多種免費的在線營銷課程，疫情期間
受到了民宿主們的追捧。「其實這些課程
我們一直都有，但以前民宿主都會跟我講
說太忙了，真的沒時間上課。現在疫情一
來，各個都喊『閒得蛋疼』，天天找我要
求學習，課程的報名人數也從疫情前的一
兩百人增長到現在的兩三千人。」
「現在無論是哪個行業，在線獲客的

成本都越來越高，而民宿因為其天生就
具備內容屬性，很適合在線傳播。一般
來講，人們出行住個連鎖酒店，肯定不
會發朋友圈，但如果住在頗具特色的民
宿裡，人們就會自拍打卡，然後晒在朋

友圈裡。住民宿，更像是一種生活方式
的展現。」

吸引「宅」家人群青睞
「事實上，每個人都預期到了疫情過

後的業務增長，現在拚的就是誰能搶到
更多的紅利。」沈愛翔認為，疫情過
後，人們會對民宿的衛生品質有更高的
要求，因此如何保障民宿品質、提升用
戶體驗感，如何吸引更多的流量、獲得
「宅」家人群的青睞，都是疫情期間民
宿主們需要思考和提升的地方。「困難
是暫時的，總會有春暖花開的一天。」

自 我 增 值自 我 增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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