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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背景下文旅民宿营销模式创新与实践
 李琳  王万平 *

广州工商学院，广东 广州 510800

摘要：乡村振兴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的一个重要战略，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出台为乡村旅游建设创造了机遇，也推动了文旅民宿的
发展。文旅民宿结合区域优势 , 以文化为核心驱动力 , 打造创新具有特色内涵的营销模式。文章以乡村发展政策的实践为背景，探
寻乡村背景下文旅民宿营销模式创新与实践对乡村经济繁荣的重要作用 , 并以西南边疆的楚雄市紫溪彝村文旅民宿为例 , 为乡村背
景下文旅民宿营销模式创新与实践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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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旅民宿的发展现状

（一）主题文化民宿类型多样
当前 , 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 , 已经形成的具

有文化旅游民宿的体系多种多样 , 分别是自然传
统、传统文化、民族传统、中华民族文化、汉族
传统、少数民族文化、汉族人民的活动。时尚文
化等。从整体上看 , 主题文化民宿类型多样 , 从
地域上来看，各个具体的领域用民宿的数目、区
域辐射面有限。

（二）文旅民宿分布广泛且乡村文旅民宿占
主要份额

目前，全国各地都存在文化主题的民宿，其
中，长三角、京津冀、滇西北、黔东南等地的民
宿文化特色显著。这些民宿分布较为密集，展现
出各自的独特风貌，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代表
性。其中乡村文旅民宿占领主要份额 , 乡村是文
旅民宿的主要阵地 , 而这些和乡村较为原生态的
自然环境 , 以及人文文化和场地等密切相关。长
三角江沪浙的民宿区域，特别是莫干山为核心，
其文化主题性较强，大多以自然文化为主导。

二、文旅民宿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文旅民宿外观缺乏亮点，与周边景色
融合度较低

民宿的形成主要依靠于得天独厚的地域优
势，如果民宿不能和当地的环境相互结合的话，
便会失去原有的地域性。现大多数的民宿都是当
地居民利用自己的自建房，在原有的基础进行简
易的改造，外观上基本保留了原有的模样。未能
很好的利用民宿资源对当地的特色旅游文化进行
很好的诠释，没有展现充分的吸引力。游客来到
当地旅游，往往是对当地的人文景色充满着渴望，
在打造特色民宿时，应该充分利用当地的自然元
素与传统文化打造出符合人们向往的文旅民宿。

（二）文旅民宿装饰缺乏特色，文化内涵低
民宿的产生与衍生，既是一种住宿形式，亦

是一种地域文化的展现与延续。而这种地方性文
化和文化传承的载体则是民宿的显著特征。若客
房没有对本地文化所进行的展示，只局限于提供
住宿，则会极大降低它的体验感以及失去对文化
的一种“活”态传承 , 随着社会的变迁、消费水
平的提升，游客也更加青睐入住一些具有特色的
民宿，以满足自身对当地文化的求知欲 , 所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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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特色旅游民宿产品时 , 一定要充分理解客人
的要求。并通过其需求选取适合的文化元素 , 向
旅客传达当地的人文风情。

（三）文旅民宿氛围缺乏温度，游客归属感
低

民宿与酒店的区别在于民宿具有温度性，民
宿能够给旅客提供人文温暖和特殊的情感体验。
如果文旅民宿也跟酒店一样只是给旅客提供简单
的基本生活设施，并没有给旅客提供足够的情感
上的交流，那么民宿的温度性也会削弱。在打造
民宿时应该加强民宿主人和旅客的互动，重视旅
客的需求，让旅客在民宿中也能体验到“家”一
样的温暖，加强旅客的满足感和获得感。

（四）文旅民宿开发缺少多样性，游客新鲜
感低

民宿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当作一个独立的
旅游产品看待，现大多数在经营上只是为了给游
客提供住宿和吃饭 , 缺乏与当地的特色多样化市
场的结合，导致游客难以产生共鸣。如果不能保
持游客持续的新鲜感与好奇心 , 便可能无法维持
入住游客数量的稳定增长 , 导致民宿的收入水平
降低。

（五）文旅民宿管理缺乏规范化，品质保障
低

民宿产业快速兴起的过程中也存在参差不齐
的现象 , 大多数民宿都是人们对自家的房子改建
后的自给经营 , 缺少专业的人才对民宿进行管理 ,
这就导致了一系列不太规范的问题出现 , 如没有
能够保护好消费者的切身利益 , 安全保障问题与
消费纠纷也时常出现。而这些存在的问题又成为
制约民宿往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原因。所以在运
营民宿时应该遵守行业标准 , 打造有优良的产业 ,
保障好消费者的利益 , 让消费者感到安心，并充
分体验。

（六）文旅民宿产业的建立缺少协作，市场
推广渠道非常狭窄 

旅游业是属于地方旅游经济的范畴的一部
分，与当地的其他产业共同主力当地旅游业的发
展。如果只是民宿单一个体产业发展 , 可能会失
去全域旅游所带来的活力 , 所以文旅民宿需要和
其他产业合作共赢才可以通过各自的资源互惠互
利 , 创造更大的价值空间 , 一起合作实现产业链
结合发展的全域旅游。

三、体验视角下文旅民宿个性化品牌塑造的
营销模式创新策略

（一）融合地域自然风光，树立品牌特色形
象

民宿的品牌形象往往是该民宿能够在庞大的
民宿产业中立足的重要因素，一方面体现在民宿
的外观以及它的内部装饰上，另一方面是民宿不
仅仅要提供基本的住宿服务，还要通过结合当地
的地域独特美打造出符合人们对当地人文景色向
往的的特色民宿形象，特别是在设计时，最好能
用当代的自然之美点缀出文旅民宿的自然感染

力，树立融合地域自然风光品牌特色形象，给予
游客回归自然的体验感，为民宿增添独有的乡土
气息，使文旅民宿散发出新的活力。

（二）挖掘地域民俗风情，创新运营管理模
式，构建品牌特色文化

如今 , 国内文旅民宿的管理方式还不太成熟 ,
大多数还是由房屋的主人进行一手操办 , 随着旅
游民宿的个性化和专门化的需要，应该创新运营
管理的模式 , 以一个专门的房屋管理者即管家的
身份 , 去为消费者提供更全面的服务 , 而其他的
维修问题则应该由另外的专业人员进行管理 , 从
而达到文旅民宿管理专业化 , 以提高文旅民宿的
人才供给 , 构建出民宿品牌独有的特色与服务。
另外 , 应较为深入的挖掘地域民俗风情 , 为文旅
民宿烙印上地域文化 , 使文旅民宿在文化的表达
上更富有人文色彩 , 也使旅游民宿的特色打造中
又一次的升华，在挖掘和民宿文化相吻合的文化
元素的前提下，再通过科技的手段对这些文化进
行赋能 , 将这些文化元素实体化 , 让人们可以更
切身实际感受到当地传统文化之美和体会当地极
具特色的地域民俗风情。

（三）培育品牌精神，关注“民宿客人”个
样化诉求

在文旅民宿的塑造上往往应该更加注重自身
的品牌精神，打造出一个能与消费者产生归宿感
的“家”，而不是一个没有感情的住所，以满足
游客对这种精神需求，给予游客一个具有温度的
“家”。关注“民宿客人”个样化诉求，除了要
提供基础的住宿服务，还要切合当时的实际与住
客的需求，为住客量身定做一些他们需要的服务。
如在每位游客入住前，可以提前去了解游客的所
喜所好，为每一位游客量身定做房屋的装饰，用
一丝不苟的工匠精神去安排好每一次入住，增加
游客的体验感，提高民宿的品牌影响力，打造出
独有的品牌精神。另外还可以在雷雨天气为住客
准备雨伞与雨衣，赠送旅游指南等，从而提升客
人的满意度。

（四）借助周边文旅民宿区域的产业协同，
实现品牌联盟效应的发挥。

品牌联盟效应体现了价值需求，对于区域优
势的聚集具有显著作用。民宿的集群效应 , 主要
是指各部分与区域的和谐发展上。所以利用文旅
民宿与其他产业品牌进行合作 , 实现品牌集群效
应 , 发挥品牌效应“1+1”大于 2 的效果。如文
旅民宿可以对周边优势资源进行有效的结合 , 在
实现基本设施的完善的同时，与软装行业进行合
作，让民宿内的产品实现二维码标记，当消费者
体验时产生购买意向，一键下单即可完成订单，
从而达到新零售和共享经济的实质意义。旅游民
宿可以与旅游团、具有特色化的产业进行联姻，
而且各旅游民宿和具有特色化的产业结合在一起
能够改善该地区的产业结构，增强地区的整体形
象，并提高区域的知名度，使得各产业在不同的
领域更具优势 , 加快了区域旅游产业的发展 , 发
挥产业合作后的集群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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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以西南边疆的楚雄市紫溪彝村文旅民宿
为例

（一）彝村民族传统文化丰富
雄市紫溪彝村利用自身丰富的建筑文化、节

日文化、饮食文化进行文旅民宿的营销创新。
在建筑文化方面 , 在紫溪彝村的规划中，有

五个主要的功能区域，分别为耕作区、养殖区、
村庄区、旅游商业区和山林生态区。这些功能区
域各自具有独特的个性和文化特色。其中最具民
族特色的有村落区及旅游商业服务区，黄墙、灰
瓦、红柱子，圆雕、彝鼎、图腾就是紫溪彝村民
居的生动写照。这些富有个性的紫溪彝村建筑用
浓郁的彝族风情勾动着游客的心 , 彰显了彝族的
传统文化美 , 向世界展示一个富有建筑文化内涵
的彝族。

在节日文化方面 , 火把节和彝族年是紫溪彝
村的最为突出的两个民族传统节日。火把节被视
为每年的六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彝族人群在
这一天载歌载舞地来到火把广场庆祝节日。

在饮食文化方面 , 紫溪彝村村民们因地制宜 ,
大多数耕种作物为麦子、荞麦、玉米以及洋芋，
同时，他们还饲养黑山羊和土猪作为畜类，此外，
彝族人还擅长制作玉米自制的自烤酒。因此，这
些生产出的独特风味的彝家包谷酒。

( 二 ) 为游客提供特色彝族民宿
彝族的客栈大多都是客房主人们利用自己的

闲置的空间让旅客住下，把他们独特的民族文化
展示给旅客的一种生活感受方式，笔者认为这是
一种传承创新文化的新的方式。目前紫溪彝村内
的文旅民宿最让人醒目的是其建筑内部的装饰 ,
游客入住犹如置身于大自然之中 , 因为在民宿的
内部可以看到花鸟虫鱼 , 飞禽走兽以及火图腾等
彝族图腾图案，其色调鲜艳、明朗，在正墙上可
见挂上三弦、葫芦笙以及羊皮鼓等传统乐器，同
时床铺上还能看到彝绣制作的各种图案。彝族这
种极具民族特色、彝族风情的文旅民宿非常符合
新时代消费者对于个性化、自然生态化的追求 ,
吸引许多游客的到来 , 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三）实施“互联网 +”文旅民宿项目，持
续推进彝村振兴

“互联网 +”模式是新时代背景下一种资源
延申和资源共享的新模式，它使得彝村当地的旅
游业和农业可以结合起来。紫溪彝村依托得天独
厚的自然资源和丰富的传统民族文化，充分利用

“互联网 +”传播速度快、范围广、效应大的特点，
一方面带动了紫溪彝村特色民族文化的传播，另
一方面激活了彝村旅游经济的活力，促进了当地
农民收入的增加，带动了产业链联动民族文化的
融合升级。

目前 , 紫溪彝村的乡村旅游被打造成乡村振
兴的成功品牌，通过整合和利用楚雄独特的民族
风情、衍生旅游附加产品、做好先进农业等已经
成为楚雄市的经济发展样板，经过政府的宣传与
打造，从而形成了稳定的消费市场和消费人群；
企业带动下，构建了“彝村旅游 +”项目，拓展

了产业链布局，对各类资源进行深度整合，从而
实现了特色产业与新型产业的深度融合和优化。

（四）文旅民宿营销的创新增加了当地农民
的收入

乡村振兴战略指出，构建美丽乡村是其核心
目标，将乡村幸福生活作为检验农村居民生活质
量的关键要素。紫溪彝村在积极推进旅游产业发
展的同时，也在致力于塑造旅游生态环境，将自
然景观视为外在的旅游资源。通过优化生态环境，
以吸引游客。

通过乡村振兴战略，紫溪彝村创新的文旅民
宿营销也给当地村民创造了很多创业条件，如有
空闲房子的村民把房子打造成特色文旅民宿，增
加了新的收入来源，而有旅游业发展带来的一系
列产业链，也给予当地村民更多的就业岗位，进
一步助力了乡村振兴和推动全面现代化社会的建
成，此外，紫溪彝村旅游业的发展也把彝族的特
色文化传承了出去，也算实现了对传统文化的保
护。

五、结论

相较于其他产业振兴方式，乡村旅游具备市
场优势显著、产业活力旺盛、造血能力较强、带
动效应突出等众多优势。我国农村自古以来的农
村发展与政策引导，已经形成了快速进步的基础
与力量，科技的进步也在不断缩小城乡之间的距
离，互联网技术的进步缩小了城乡之间的空间距
离，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缩小了城乡间的空间距离。
而乡村文化旅游、文旅民宿的发展与其自身的本
土化有着极大的关联性 , 而乡村文旅民宿自身散
发出了富有地域特色、集聚自然的气息也是其生
命力较为强大的关键因素。

随着时代和消费的迅速发展 , 人们从生存资
料购买到对成长物质商品使用与享受物质商品的
不断追求，也是促进文化旅游发展的重要催化剂。
以国家乡村发展的大背景，旅游民宿政策性的扶
持，其自身具有山水记忆、文化传承、情感传递
的切实载体等特点，非常适应当今旅游市场的需
要，文旅民宿的营销模式创新与实践既促进了乡
村经济的发展 , 通过从精神层面上满足人们对生
活美学的向往以及情感共生的体验，该理念已逐
渐成为旅游者追求的新风尚。这种理念使得旅行
者能够更深入地体验旅行的魅力，并深刻领悟旅
行的独特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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