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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3年2月，全国在工

商部门注册的民宿市场主体数量

是14万家，民宿产品的数量至少

是四五十万家。”中国旅游协会民

宿客栈与精品酒店分会会长张晓

军分析说，按一家3个用工估算，

全国民宿直接从业人员应该在

200-300万人。但是，现有在职

管家水平参差不齐，且来源多样，

既有本地村民，也有外来招聘，或

者临时用工。这种来源的多元化

暴露出两个问题，一是数量严重不

足，二是品质严重不够。“民宿管家

不只是提供简单的服务，他应该是

服务人才、经营人才、管理人才的

结合，是一个通才的存在。”

张晓军说，人社部把民宿管

家认定为新的职业，能够有效解

决民宿管家后备力量不足的问

题，同时也在推动民宿行业的产

业化发展。“我们看一个业态能否

成为一项产业，职业经理人是一

项核心衡量指标，没有职业经理

人，就不可能职业化，更不可能产

业化。所谓职业化就得既有数量

保障，又有品质保障，还可以流

动。过去10年，民宿管家基本上

本地来本地用。人才内循环有一

个弊端，就是水平难以提升。所

以只有职业化才能解决这个问

题，职业化意味着可以流动，而流

动就能形成一个正向循环。”

过去，由于“民宿管家”不在

我国的职业目录内，全国高校、

职业院校几乎没有设置相关专

业课程，民宿业主难以招到合适

人才，年轻人因为这项工作缺乏

社会认可与职业认定，也不敢轻

易入行。在张晓军看来，认证为

新职业后，职业和专业相匹配就

形成了良性循环。“晋升有了通

道，年轻人工作上更有奔头。”

位于北京通州区张家湾镇

的皇木厂村（又名皇家新村），是

一个有着600多年历史的漕运古

村，曾因时代变迁一度衰落。近

几年，随着北京环球度假区的开

园，住宿需求迅速提升，民宿成

了让这座古村焕发生机的新源

泉。一批新村民先后到来，孙乾

就是其中之一。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一个孟

菲斯主题风格的院子，非常适合

拍照打卡。”在多个社交媒体平

台，孙乾都注册了账号，不少客

人都是看到了平台上的视频专

程来打卡的。

如今直播已成为民宿管家

推销住宿产品的重要途径之一。

运营管理民宿的两年多时

间里，孙乾对这个职业的认知产

生了一些变化。“原来认为客人

可能只需要一张床，现在发现，

根据客人的个性化需求提供服

务才是根本。”在她看来，对民宿

管家的要求在变，但本质还是一

个服务行业，需要人与人之间的

接触，打造多样的产品。对从业

者来说，会十八般武艺是一方

面，真正有温度的服务是让客人

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酒香也怕巷子深，处在远郊

的村子怎么让更多人知道，媒体从

业经验给了我非常大的帮助。”孙

乾说，现在一名优秀的民宿管家需

要懂得整个民宿的运营管理，如何

获客，如何打品牌、做客户转化、私

域运营，与传统的从事客房餐厅服

务的民宿管家相比，已然从一个工

种变成了职业经理人。

去年3月，孙乾联合村里的

多家民宿主发起成立了民宿联

盟，与片区内及周边社区居委

会、村委会等组织加强联动，争

取更多支持。“只有整个区域好

了，我自己的民宿才会发展得更

好，所谓同生共赢。”孙乾说。

推动乡村民宿运营从松散

向集约化方向迈进，这一点，北

京市怀柔区渤海镇北沟村党支

部书记王全感触更深。

2022年6月，京郊首家宿集

民宿中心在北沟村成立。如今，

北沟村150余户人家中，已有50

余户办起了旅游民宿。村民人

均年收入从2004年的4500元，

提高到了现在的3万元。许多外

出务工的年轻人纷纷回到村

里。王全回忆说，2004年最早开

始做民宿的时候，村民们都没什

么概念。“有人来，收100块钱管

吃住，卫生间很多都是公共的。

很快就没什么人来了，后来村里

决定要做精品民宿。”

做精品民宿，就得有精品民

宿管家的配套服务。“村民缺乏

专业知识，管理得就不太好。”王

全说，除了外出学习参观，村里

还与专业的公司、协会进行合

作，给当地村民提供专业培训，

提高品位和服务意识。

在北京美丽乡村联合会的

支持下，北沟村引进了两家专业

的民宿酒店管理公司，一方面代

运营部分民宿，同时也将培训常

态化。

晓雪就是被引进的专业管

理人才之一。来北沟村做民宿

管家之前，她就职于一家四星级

酒店。与其他行业转业的人群

不同，晓雪在新岗位上有着更多

的敏锐度，例如检查客房布草、

卫浴间时会立刻发现可能让客

人不舒适的地方。

在晓雪看来，与酒店服务相

比，民宿管家工作更需要的是情

怀，把民宿当做自己的家，用这

个心态去接待客人，工作就很顺

畅了。

近年来，随着民宿市场规模

的不断发展，初级民宿管家已经

不能满足市场需求，专业的高级

人才愈加难求。无论是乡村民宿

集群，还是城郊分散民宿，都需要

专业人才带动行业规范发展。

民宿管家身上的“担子”

远比想象中重。在城市民宿

里，管家可能需要成为住客

的导航，知道哪条路线距离

民宿最近，知道民宿附近有

哪些美食，而在乡村民宿，管

家需要掌握的技能更多。

入行民宿管家快1年的

李俊辰告诉记者，成为一名

乡村民宿管家，至少需要具

备市场推广、房源运营等商

业技能，“最好再有些才艺，

是个乐器达人或者饭菜能

手”。他的搭档刘慧敏则说，

除了提供基础的住宿服务，

如办理入住、客户接待、清洁

卫生等之外，乡村民宿管家

还要满足住客的出行需求，

“包括结合当地的特色文化，

规划出行路线、推荐游玩景

点，以及提供情绪价值”。

2022年，民宿管家正式

成为人社部公布的18个新

职业之一。官方对民宿管

家的定义是：提供客户住
宿、餐饮以及当地自然环
境、文化与生活方式体验等
定制化服务的人员。其主
要工作任务包括：策划当地
自然人文环境、休闲、娱乐
与生活方式体验活动，推广
销售民宿服务项目；受理预
订，与客户沟通，了解个性
化服务需求，策划制订服务
项目与方案；介绍民宿服务
项目与设施，协调指导员工
提供接待、住宿、餐饮、活动
等服务项目；检查项目服务
质量，协调处理客户诉求，保
证服务质量等8项。

孙乾正在通过直播介绍自家的民宿。

从一个工种到职业经理人

老村民家门口就业成为新管家

职业化推动民宿产业正向循环

新 闻 多 一 点 ：

民宿管家“管”什么

晓雪正在与客人一起包饺子、做年夜饭。

（本版稿件综合央广网、《中国青年报》）

我在村里当“管家”
“做民宿之前，我在报社当了很多

年记者，和你们一样学新闻的，之后又

去了互联网公司……”退房等车的间

隙，管家孙乾招呼两位女大学生房客

在吧台稍作休息，来杯咖啡再出发。

从陌生到熟悉，似乎就发生在某个闲

聊的瞬间。

车来了。孙乾熟练地拎起行李箱

向院外走去。“一路顺风，欢迎再来！”这

样的迎来送往几乎每天都在重复，但也

有不同。孙乾说，“做民宿管家，让我真

正体会到了什么叫‘拥抱变化’！”

如今，人社部将“民宿管家”作为

新职业向社会公布，对于像孙乾一样

活跃在城郊、乡村的上百万民宿管家

而言，有了更多的身份认同感。民宿

管家“转正”，也让这一职业开始朝着

职业化方向迈进，为更多人打开了就

业新窗口。

旅游平台统计显示，2023年五一

假期期间，民宿订单量达到了2019年

同期的3倍左右。民宿提供给客人更

加多元、沉浸式的度假体验，也成为乡

村旅游消费的新增长点。

民宿管家为游客提供专业化、个性化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