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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让梦想成了一道快餐

陈英

因为厦深铁路的开通， 身边许

多朋友选择到厦门去旅行，问他们计

划住哪里，十之八九选择家庭客栈。

家庭客栈并不是现在才出现的

新事物， 却在近几年成为一种风靡

的时尚。加上网络的推广渲染，以及

隔空订房的便利， 家庭客栈以其个

性化成为越来越多游客， 特别是年

轻人出外旅行的住宿选择。这方面，

厦门将网络宣传运用到极致，把家庭

客栈的个性化融入到名气已经很大

的鼓浪屿旅游中，生生营造出“文艺、

清新、小资”的氛围，使得风格各异的

家庭客栈似乎成为厦门旅游的另一

张名片。 有些人甚至把体验特色客栈

作为前往鼓浪屿的重要目的。

有人爱，自然就有人建；有暴利，

自然就有更多的人闻风而动。来自四

面八方有实力的创业者拎着百万的

资金，以“寻梦” 之名来这里打造自

己的新家园：租别墅、找设计、搞装

修、建客栈、发帖子、做宣传……一阵

折腾之后，便以为可以悠闲地坐在阳

台的靠椅上， 看着人潮涌动的鼓浪

屿，轻松收钱。 于是，小小的鼓浪屿

上，10 年间迅猛出现了近 200 多家

家庭客栈。 风靡蔓延，与之隔海相望

的另一个小渔村———曾厝垵也变得

不再宁静，近 300 家色彩斑斓、个性

十足的家庭客栈“手握手”地挤在不

大的小村里，让这个沉寂了几百年的

小渔村很快被推崇为“国内最有文

艺范” 的地方，甚至有人评价“曾厝

垵之于鼓浪屿，正如束河古镇之于丽

江、双廊之于大理古城” 。

网络的影响力是巨大， 游人慕

名而来。 刚从厦门回来的一朋友跟

我抱怨：“这次特意去体验网上疯

传的鼓浪屿民宿。拖着行李，穿行在

岛上弯弯曲曲的坡路上， 手里捏着

指示短信， 在如蜘蛛网般的小巷中

寻找预订好的客栈时，我还在憧憬，

跟其他客栈相比， 这里会有什么独

特之处？可当我筋疲力尽，数次问路

仍不知道东南西北之后， 我有点气

急败坏：如此复杂的路况，客栈连个

带路人都没有， 这点服务意识都没

有，第一印象是破坏了。 在丽江、在三

亚、在西塘……去任何客栈，稍微复杂

的交通路线，对方总会回复：‘您乘车

到某某路口，在那里，您给我电话，我

会派人去接您的。 ’ 曾经，当一身疲劳

放下行李看到客栈掌柜急匆匆走来的

身影，顿时有了一种回家的感觉。在这

里，没有，有的只是恼火。 ” 如此这般

罗列了鼓浪屿客栈的各种不成熟。

网上的质疑声随着厦门旅游的火热

而逐渐增多：“如今的鼓浪屿面目全非，

曾经引以为豪的老教授、 老艺术家们都

不堪骚扰搬走了， 空留着几栋没有生命

的大楼； 路面琳琅满目的各色小店充斥

着小商品市场批发的小玩意， 毫无原创

特色；客栈装修倒是形色各异，却没有主

人的热情和温暖。整个厦门旅游，给人一

种快餐的感觉，徒有空壳而无内容，到此

一游倒也罢了。 ”事实上，我在号称“国

内最文艺”的曾厝垵里游荡，也是这样的

感觉。小小的村庄里，横七竖八纵横交错

地挤着几百家客栈， 狭窄的小道上随处

堆积着建筑垃圾， 污水横流、 电线乱搭

……五彩缤纷的小文艺店里， 种类繁多

却商品同质化。逛了半个小时，实在找不

到有吸引力的地方让人流连忘返。

与此同时， 无论是鼓浪屿里，还

是曾厝垵边，许多刚开业不久的客栈

贴出“转让” 的牌子。 与当初蜂拥而

至扎堆来开客栈一样，现在退房转让

逃离的商家也不少。 探听了几家失败

的案例，原因很多：房租上涨，运营成

本太高，亏损厉害；想法很简单，现实

很残酷，客栈的钱赚得不轻松；地理

位置不好，网络推广不专业，入住率

不高， 不知道怎么做， 干脆不做了

……曾经信心满满的梦想因为现实

的打击，如同快餐一般昙花一现。 这

其中，有贷款数百万的，有倾其所有

的， 还有头脑一热合伙凑钱投资的，

失败的原因就那么几样，有外在环境

的不完善， 更有内在准备的不理智。

投资不是靠热情，每个成功者的身上

都背负着坚韧和耐劳。

因为爱所以要求，因为要求所以埋

怨。 网络里有关厦门家庭客栈的负面消

息并不少， 好在有关部门已经开始关

注，有些人已经开始理性思考，未来是

美好的，但总得靠真诚去打造！

个性：让家庭客栈有了灵魂

证券时报记者 刘雯亮

钢琴、油画、阿拉丁神灯，一走进

位于厦门鼓浪屿上的朵拉民宿， 证券

时报记者便被这个富有浓浓欧洲乡村

风格的家庭旅馆所吸引。 墙壁上悬挂

着一幅巨型油画，一位右手玩鸟，左手

拿着烟斗， 浑身上下散发出慵懒气质

的贵妇人似乎在向游客诉说自己的悠

闲生活。

朵拉民宿的吴怀安掌柜， 这位

土生土长的厦门人指着这幅画，略

带调侃地告诉我们， 民宿不就是为

了迎合这些有钱有闲人的需求而出

现的吗？

为了女儿而开店

吴怀安掌柜和他的妻子， 还有他

们那

00

后的女儿，正是这家家庭旅馆

的主人。 在鼓浪屿家庭旅馆商家协会

的册子上， 记者看到温馨和美的自我介

绍：老公———朵拉爸，性温和善钓鱼，喜

欢鼓浪屿菽庄花园四十四桥和美华浴

场，据说那是钓鱼的好去处；老婆———朵

拉妈，爱自由喜花草，对于在鼓浪屿上哪

个时节应该到哪家老别墅的围墙外或哪

条小巷里赏哪种花， 可以如数家珍般地

滔滔不绝向你介绍半个小时。 他们的女

儿，那就是朵拉啦。本来不叫朵拉，“客人

们都这么叫她，就叫吧”。 朵拉妈妈说。

“这个小店汇集了我们夫妇在鼓浪

屿上的生活感悟。”介绍当时的开店经历

时， 这位带着书卷气的吴掌柜打开了话

匣子。 “本来我们夫妇是做园艺公司。 但

厦门台风多，做园艺公司比较辛苦。加之

考虑到朵拉要上小学， 我们看重位于鼓

浪屿的音乐学校。 朵拉妈为了方便照顾

孩子，就想到了在鼓浪屿开名宿。 如今，

除了鼓浪屿的朵拉民宿之外， 我们在鼓

浪屿和曾厝安还拥有两家分店， 即日光

朵拉和海岸朵拉。 ”

网络营销的第二拨投资人

据鼓浪屿家庭旅馆商家协会许一心

会长介绍， 鼓浪屿的家庭旅馆建设经历

了两个阶段： 第一波在

2008

年之前，主

要以上海人投资为主。 与现在的情况不

同，当时的投资气候并不成熟。旅游市场

多以一日游为主， 很少有客人愿意在鼓

浪屿住宿； 第二波是在

2008

年

5

月，为

了鼓励发展鼓浪屿家庭旅馆， 厦门市委

市政府专门出台了若干扶持政策。之后，

鼓浪屿家庭旅馆得到较快发展， 并在

2010

年至

2011

年上半年， 经历了一个

成长的小高峰，随后发展有所放缓。

“第二波建设是以娜雅家庭旅馆为

代表， 我们是这拨中比较靠前的投资

人”，吴掌柜介绍，“论申办证照，我们是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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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拿到家庭旅馆的正规执照。我们

这一拨主要以

70

后的投资人为主，营销

理念往往比较先进，擅长网络推广。 ”

“其实，没有互联网，就没有今天鼓浪

屿民宿的蓬勃发展”， 吴掌柜坦言，“我们

不仅建设了自家店的网站，方便客人直观

了解朵拉民宿的风格，还和携程网、去哪

儿网、艺龙旅行网都有合作。 在上述网站，

客人可以很容易地找到我们家的店，并方

便客人直接在网上下单订房。 与此同时，

我们会用心回答客人的留言，并对客人反

映的问题作出积极回应和改进。 ”

满足年轻人个性化需求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生活方

式的转变，旅游已经成为我国大众需要。

在假日旅游中，家庭形式往往唱主角。可

以说， 家庭旅游者是造成家庭旅馆供求

变化的主要因素，因此，家庭旅馆的目标

市场定位于家庭出游队伍， 而非商务客

人。 与国内一般旅馆所不同的是，家庭旅

馆以当地家庭为依托，旅游者入住家庭旅

馆可以全面感受当

地民风民俗，领略异

地风情，原汁原味地

收获一种文化的体

验与感受。

这一观点得到

了吴掌柜的认同。 他告诉记者，由于鼓浪

屿民宿规模往往不大， 像朵拉民宿有

14

间客房，日光朵拉也就

15

间客房，非常利

于主人和客人之间的交流，为客人提供更

为本地化的资讯。 “正如我们网站上所介

绍，鼓浪屿哪里的斜阳最美，哪里是赏月

看星星的最佳去处，我们会毫无保留地告

诉你；如果客人想吃到物美价廉的特色小

吃，购买当地具有特色的手信，直接问我

们好了。 ”

吴掌柜告诉记者：“民宿的客人主要

来自

80

后、

90

后，他们大多是受过较高

程度教育的年轻人。 在网络相对发达的

当今， 他们比父辈更易获得各种各样的

资讯。不仅如此，他们更为追求个性化的

服务和享受。民宿主人的个性不同，导致

民宿的装修和入住风格迥异， 正好迎合

了这一批年轻人的需求。 ”

厦深铁路效应有待发酵

2013

年

12

月

28

日，厦深铁路首列

从深圳北始发的列车缓缓开出， 标志着

厦深铁路正式开通，令广东人“早喝深圳

茶，午品潮汕菜，晚游鼓浪屿”的旅程变

为现实。 那么，厦深铁路开通后，对于鼓

浪屿的民宿产生了哪些影响呢？

吴掌柜告诉记者， 在厦深铁路正式

开通的首个元旦和春节假期， 朵拉民宿

的客流量还算平稳，并未出现大起大落。

“其实，

2009

年朵拉民宿刚开张的第一

年，自

2010

年

4

月，温州至厦门的动车

开通后， 厦门鼓浪屿的客流量已经出现

井喷，导致民宿供不应求。 当然，厦深铁

路的开通， 对于鼓浪屿民宿而言绝对是

利好。就目前看，其吸引广东周边的人流

的效应正在持续发酵。 ”

“一般来说，从每年

5

月开始到国

庆都是鼓浪屿的旺季。 暑假期间，我们

民宿的入住率最高，几近客满。 年前一

个月左右是淡季。 据我了解，淡季中鼓

浪屿有些民宿的入住率仅有

10%

，因此

当前民宿的经营压力主要体现于淡

季。 ”吴掌柜坦言，“面对淡季，我们也有

一些措施应对，比如下调价格，淡季的

房价下调至旺季的一半左右；或者联合

鼓浪屿家庭旅馆商家协会举行一些活

动吸引客流，包括目前处于策划中的鼓

浪屿音乐节、艺术节等，或者去海外推

广鼓浪屿民宿等。 ”

从深圳到厦门 跨界转行用心就行

证券时报记者 陈英

曾经鲜为人知的小渔村曾厝垵，如今

扎堆了近

300

家各种特色的家庭客栈。在

“曾厝垵” 公交车站下车后， 随便问个路

人，“浪琴里海墅客栈”在哪里？ 对方很快

往身后一指，一栋淡黄色的三层洋房便映

入眼帘。 地理位置的便利，让开业不到两

年的浪琴里很快成为当地的地标。

转行

客栈的老板是一对来自深圳的年轻

夫妻，老公是福建人，老婆是广东人，两

人在深圳认识，建立了小家庭。

2005

年，

两人创业开外贸公司，从事工艺品家居

饰品出口。 凭着多年工作的积累，公司

的生意还不错，两人很快积累了一定的

资金。 然而

2008

年金融危机后，随着国

内成本不断上升，国外订单逐年缩减，外

贸公司的经营越发困难，硬撑了两三年

后，夫妻俩不得不另谋出路。 老公小吴

的同窗好友，在厦门开了一家客栈，建议

他俩考虑考虑。

好友的客栈就开在厦门一个叫曾厝

垵的小渔村里，这些年，曾厝垵声名鹊

起，慕名而来的游客日益增多。好友的客

栈开张才半年，盈利不错。 对于客栈经

营，小吴夫妇没有任何经验，因为有朋友

引路，加上向往“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

悠闲生活，夫妻俩有点心动。

2012

年

1

月，好友来电说曾厝垵有一栋楼很不错，

适合作客栈。 小吴连夜赶到厦门，考虑

到此栋房子产权不明确，最终没有定下

那栋楼。 但此后的

3

个月里，小吴频繁

往返厦深之间， 到处物色合适的客栈。

当年

4

月，夫妻俩终于看上了一栋不错

的楼房，也就是现在浪琴里客栈的雏形。

“这栋占地

500

多平方米的楼房，通透敞

亮方正，地理位置特别好，对面即是金沙

碧浪，随时可以漫步沙滩。 ”老板娘小陈

对客栈的选址非常满意，这也为客栈后

来的经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年租金

6

万，租约

10

年，合同很快

签了下来。 因为孩子不满两岁，随后一

段时间里，夫妻俩一个在厦门跑装修，一

个在深圳照顾家人，分居两地开始忙起

客栈的前期建设。 经过大半年的敲敲打

打，

2012

年底，夫妻俩的“浪琴里”正式

营业了。“

2012

年，我们决定开客栈的时

候，这里的房租已经上涨了，且涨的速度

非常快。 我的好友，只不过比我们早开

半年，差不多的房间数，但整栋的年租金

只有

4

万多。 不过，我们也算入行及时。

现在，在曾厝垵里，稍微地段好的小洋

房，年租金已经接近

10

万元，且还有可

能上涨。 即便如此，我们经营的这一年

多里，还有许多人不停地在这里找房子

开客栈，小小的曾厝垵里，如今已经有近

300

家民宿。 ”小吴跟记者说。

因为是旺季，加上好友的帮忙引荐，

小吴夫妇的客栈经营并没有费太大力气

就迎来了第一波入住高峰期。

2013

年元

旦前后，刚开张的浪琴里尽管还没有开

始网络宣传，但依旧天天客满，订单不

断，这让小吴夫妇很欣慰，觉得这次

200

万投资的选择没错。 可好景不长，元旦

一过，春节假期前期，厦门旅游进入一年

中最淡的季节，浪琴里的生意冷清了许

多，这让小吴夫妇初次尝到了开客栈的

压力：店租、人工、水电，每天都在烧钱，

可入住率就是不高。

企稳

“以前看人家开客栈，只看到他们晒

晒太阳、浇浇花的悠闲生活，轮到自己干

了，才体会行行不容易，客栈经营哪是别

人想的看海收钱的行当？ 如果外贸行业

起死回生，我们倒宁愿杀回去的，相比之

下，做外贸比开客栈轻松多了。 ”老板娘

小陈跟记者感叹：曾经也有打退堂鼓的

念头，想把客栈转让出去，可从一砖一瓦

到现在的运营，浪琴里耗费了家人大半

年的心血，就像自己孩子一样。

生意清淡的时候，夫妻俩如当初创

业一样积极研究对策， 找好友学习经

验、建网站、开网店，想方设法地进行推

广。 随着旺季的来临，加上夫妻俩的努

力宣传， 浪琴里的入住率开始稳步回

升。 “客栈经过这一年多的运作，现在已

经逐渐进入良性轨道。 从管理到运营，

到宣传，我们总结摸索了一套自己的方

法，目前来看，客栈发展并不需要我们

担心太多。 旺季的时候，浪琴里的入住

是每天爆满， 即便是淡季， 我们也有

80%

的入住率。 ”小吴告诉记者。 “其他

客栈也和你们一样，生意稳定吗？ ”记者

问。 小吴说：“当然不是，这么小的村子

里，一下子进驻了几百家客栈，竞争是

可想而知的。 每个客栈都有自己的装修

风格，各花入各眼，仅靠个性外观吸引

人是有限的，生意如何，还得看是否用心

经营。 ”小吴告诉记者，即便在游人如织

的曾厝垵里， 还是有很大一部分客栈入

不敷出，经营惨淡，或关门，或转让，有的

甚至才开业半年。 浪琴里能有如此稳定

的入住率， 跟他们脚踏实地的做事风格

息息相关。 “首先是地理位置的便利性，

这在淡季很重要。 几乎每个到达曾厝垵

村口的游客，转角就能看到我家的洋房，

所以我们一半的客人不用宣传是自己找

上门的。 其次，我们很注重服务，从客户

的角度出发解决问题，因此回头客很多，

很多客户是住过的客人推荐来的朋友。

加上我俩为了宣传好客栈， 对网络运营

的学习， 这让我家的浪琴里在网上也有

了一定的口碑。 ”

事实上， 小吴夫妇在自家客栈的一

楼还开了家“闽南私厨”，从深圳到厦门，

从外贸到经营客栈、涉足餐饮，夫妻俩一

直脚踏实地地打造自己的未来。 “前

10

年，我们把青春奉献给了深圳，接下来的

10

年，我们会脚踏实地打拼厦门。 ”老板

娘小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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