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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民宿人才培养问题的对策研究 

——以黄山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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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些年,乡村民宿蓬勃发展,但也存在服务水平不高、人员素质较低、良莠不齐等情况,已严重影响

了民宿的可持续健康发展。以黄山乡村民宿为例,通过调阅相关文献,并实地调查走访相结合,对从业人员服务水平

难以提升的症结进行了剖析,发现了经营户提升意识不强、系统性培训机制不健全、政策支持与引导缺乏等制约因

素,提出了如何校企合作完善培养机制、依托互联网思维引入社会监督体系、加大政府政策引导等解决对策,以期理

清黄山市,乃至全省民宿解决各类人才培养的思路,从而提高从业人员素质,吸引乡村创客,支持乡村人才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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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及农村土地流转改革的政策指引下,民宿旅游有望成为实施城乡区域统筹发展的一个重要新平台。黄

山市位于安徽南部,拥有丰富的徽州文化及自然景观,民宿数量快速增长,但大多是个体经营,人才培养瓶颈急需打破。本文通过

对黄山市民宿人才状况的调查,深入剖析问题,并提出相关对策与思路建议,希望有助于推动黄山市乃至全省乡村民宿旅游的发

展与壮大。 

1 黄山市乡村民宿及从业人员现状 

1.1黄山市乡村民宿概况 

黄山市目前已拥有山水间、澍德堂、晴园等精品民宿 300 多家,打造了西递宏村、黄山汤口等一批民宿集群,并建立了小猪

短租、爱彼迎等线上民宿预定平台,乡村民宿逐步“走出去”。 

黄山乡村民宿一般以民俗体验型为主,大体分为传统型、社会型和经营型三大类。传统型民宿是利用自用住宅,以家庭副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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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经营。社会型民宿是外来投资者建立,保留徽派风格又加入不少现代元素。经营型民宿则主要委托酒店管理公司运营。 

1.2黄山市乡村民宿及从业人员现状 

为更好地了解情况,笔者实地走访了当地乡村民宿 118家,问卷围绕店家情况、旅客信息、店主需求等方面设计,其中“店家

情况”主要了解经营主体情况,包括位置、规模、经营状况等;“旅客信息”主要了解客户情况,包括消费需求、客户来源等;“店

主需求”了解宣传推广、人才培养等方面。获取了一手资料:经营 5 年以上 71 家,占比 61%;多为自主经营,单个股东 92 家,占比

78%;旺季日平均接待人次在 150人次以上的占三分之一,而淡季 3～6人;年营业额 10万～30万元的有 36家,占比 31%,年营业额

30万～50万元的有 27家,占比 23%。 

通过调查发现,旺季期间乡村民宿在岗员工大多在 5人以上,且多以自家家属、亲友为主。其中员工数 2～3人有 11家,占比

9%;员工数 3～5 人有 25家,占比 21%;员工数 5～10 人有 38家,占比 32%;员工数 10 人以上有 45 家,占比 38%。而淡季时期,仍开

业接待的寥寥无几。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2018年初,全市累计已超过 10万从事旅游或相关行业人员,但大多是家庭自筹,以家庭成员为主,辅以周

边人员短期性帮忙,没有经过专业培训。 

随着百姓消费水平提高,原有服务接待能力已不足以支撑。当地政府不定期开展了一些技能培训:2017 年黄山区汤口镇开办

了第一期民宿培训班,邀请一些民宿专家答疑解惑。2018 年徽州民宿协会成立,开展了一些定向培训。但此类培训往往形式大于

内涵,不成系统,日常服务能力难以得到整体性提升。社会上的培训课程五花八门,认证资质良莠不齐。各大高校也未开通民宿相

关课程,大多在经营中摸索经验。 

2 问题剖析 

旅游制约于体验,体验受制于服务,而服务的核心在于人。通过对相关文献资料调阅及实地走访调查,笔者发现制约黄山市乡

村民宿从业人员能力提升有以下几个问题。 

2.1自身能力提升意识不足 

当地乡村民宿经营人员大多是当地村民,受传统观念影响,并无做大意愿,缺乏忧患意识,不能意识到当今社会对员工的技能

和素质要求越来越高,不愿出资组织员工出去参培。 

据统计,当地从业者中高中以下学历约占 65%,学历普遍偏低,缺乏服务常识和技能,需建立员工的职业生涯规划,才能稳定人

才培养。 

2.2缺乏系统性业务培训 

黄山市没有专业的民宿培训机构,相比国内民宿发展较成熟的莫干山地区,拥有自己的人才培训和储备机构。当地民宿培训

班也不固定开课,多以邀请专家形式,没有一套完整的培训方案。以副业为主的家庭式民宿,在农忙时员工留存率较低,留存率

10%～20%。在旅游旺季则零时抽调普通农户帮扶,员工留存率 70%～80%。 

2.3亟待政策引导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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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应尽快出台相关政策法规,对相关从业人员进行持证上岗要求,明确监管主责部门与具体实施细则,并在提升服务品质

和业务技能方面营造良好氛围。 

3 乡村民宿人才培养对策 

3.1与校方合作,完善培训机制,提供后备人才 

鉴于现有从业人员素质不高、技能不佳、服务意识不强等问题,借助相关院校的教育资源和师资力量,实现职业技能培训、

专业人才培养、校方与商家双赢的合作目标。 

3.1.1合作办学,多形式教学 

建议以县为建制,与相关职业类院校开展战略性合作。随着 5G时代到来,互联网普及,在线平台功能逐步强大,培训方式可采

用多样化。一是完善相关课程,甚至量身定制,比如服务礼仪、历史人文、消防安全、基础设施检修、沟通技巧等。二是授课形

式可结合当地情况,在旅游淡季时期对相关从业人员开展短期业务培训。三是在旺季来临时期,开通微视频、微课堂等形式在线

答疑、指导一线人员,从而提高服务技能。 

3.1.2驻点帮扶,实现双赢 

具备专业知识和业务水平的授课老师,可利用寒暑假驻点店家,丰富履历和实践经验,在实际解决问题中提高业务水平,充实

平时的课堂教育内容,职业教育更接地气。 

乡村民宿可作为校方实训联系点,既可以在旅游旺季时弥补专业人才不足问题,提高学生实训效果,也有助于贫困学生的勤

工俭学。学生专业化技能在实践中提升,并提高对投身民宿事业的认同感。校方相关政策补贴可作为服务地方、乡村振兴人才的

经费,精准扶贫,而民宿的部分收益可以反哺校方的科研经费。 

3.1.3建立民宿人才“学分制”,提高培训效率 

培训者在完成相应的课程,就能获得相应积分,大致构想如下:一是参培人员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培训课程;二是参培人员可根

据忙闲情况,在一定阶段内完成课程积分累计;三是学分达一定标准,即可拿到当地民宿管理部门的“资质证书”,学分制体系详

见附录。 

3.2与平台合作,加大社会监督,促进水平提升 

积极与社会知名旅游类电商平台合作,如途牛、美团、携程等平台合作,有较完善的评分体系,以游客视角,以监督为手段,往

往在环境、服务等方面综合性打分,切实做到了以“客户体验为第一”。地方管理部门可参考评价打分情况,分值越高,口碑越佳,

补贴越高,引起店家提高自身业务能力的自觉性,也可借平台,做营销宣传,集客流吸引、形象展示于一体。平台众筹点子功能,也

能帮助从业人员提供思路和想法,逐渐培养出一批适应新时代、新视角、新理念的复合型服务人才。 

3.3以政策引导,加快产业升级,营造健康氛围 

3.3.1推出培养计划、激发民宿发展的内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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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应尽快出台相关政策法规,建议黄山市市政府、市旅游委员会等主管部门推出 3年培养计划,将专业性人才纳入人才库,

以区块链思维,加快人才流动与互助,甚至是行业领军人才计划。 

3.3.2完善奖励政策,推进民宿人才队伍建设 

在民宿人才奖励方面,浙江丽水已出经验。2017 年该市将“民宿人才”纳入技能人才队伍行列,评选出民宿养生技能大师,

一次性给予 5000 元补贴。黄山市可借鉴丽水经验,建立人才奖励机制,每年可定期举办技能型大赛,如地方特色厨艺大赛、叙述

当地故事等,以赛带练,并给予一定奖励。当地民宿协会可以从业人员学分情况、大赛获奖情况作为星级评定的依据,实施动态调

整机制,激发民宿从业人员提高技能积极性。 

“十三五”规划即将实现,中国将加大内需拉动,刺激消费,必将大力发展旅游经济。安徽尤其是黄山市,机遇与挑战并存,以

物美山川吸引全世界游客,须以旅客需求为导引,逐步做到获客、留客、活客,从而通过流量变现,实现政府获信、店家获收、百

姓获益的多赢局面,打好旅游经济牌。由于本文研究的对象仅限于黄山市,存在一定的地域局限性,但以期以此为引,引起相关专

家学者、治理管理者的关注与思考,共同推动乡村民宿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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