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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入住前没法知道，等待自己的是
惊喜还是惊吓。”江苏旅行爱好者王蓓
说，在某古镇旅游时入住民宿，午休时马
桶上方一块大理石墙砖突然砸下，至今
回想依然后怕。

如今不少人出游，喜欢住风格多样、
“小而美”的民宿。“新华视点”记者调查
发现，民宿行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暴露
出一些安全、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引发不
少消费者吐槽。

虚假宣传、安全隐患：选
民宿如同“拆盲盒”

线上预订民宿是现在不少人的选
择。途家民宿发布的《2023年上半年乡
村民宿发展报告》显示，以“90后”为代
表的年轻用户正成为民宿消费主流，今
年上半年每晚支付价格超千元的订单比
2019年同期增长近2倍。木鸟民宿发布
的《2023中秋国庆假期民宿消费报告》
显示，平台假期民宿订单达2019年同期
的4.3倍。

记者调查发现，在“黑猫投诉”等平
台，与民宿有关的投诉不少，类型集中在
以下方面：
——预订后无法入住，退改不便。

多位消费者投诉称，在网上提前预订了
国庆时的民宿，但临近入住时，房东说不
能接待，甚至明确表示当时价格太便宜，
需要重新预订。

一些民宿还自行制定“订单不可变
更或取消”“在未能如约入住的情况下，
将收取全额房费作为违约费用”等“霸
王条款”。今年8月，中国消费者协会
发布 2023年上半年消费维权舆情热
点，民宿经营者及预订平台毁约等侵权
纠纷入选。
——虚假宣传，货不对板。外面有

海景、江景、湖景，内部装修新颖、配套齐
全……一些照片精美的“网红民宿”现实
中让人大跌眼镜。广州市消委会发布案
例提醒，有消费者以1600元的价格在网
上预订一家综合评分4.6分的“豪华民
宿”，入住后才发现所谓的温泉别墅与平
台上的展示完全不符，厨房里外都是油
污根本无法做饭、烧烤，KTV影像模糊
且歌单老旧。

今年，网上还出现了假地名、假地址
的“幽灵民宿”。一些商家为提高获客
率，声称民宿距离火车站、知名景点等地
标只有几百米，但实则相距甚远。
——卫生状况堪忧，潜藏安全隐

患。在一名维权博主的视频里，广西北
海某地1000多元一晚的豪华海景大床
房，屋内积灰不少，花洒上有蜘蛛，沙发
有残缺指甲盖，被单和枕套上大片污渍，
床垫下面长出霉斑。

今年9月，全国多地执法部门线下
检查发现，一些地方的民宿存在诸多问
题。例如，四川西昌有民宿存在消防安
全、证件不齐全等多项隐患，被要求停
业整顿；贵州毕节消防部门对全市民宿
客栈进行全面排查，发现火灾隐患一千
多处。

标准化、专业化程度偏
低，监管有盲区

为规范民宿行业发展，2019年，文
化和旅游部发布《旅游民宿基本要求与
评价》行业标准。今年2月1日起，国家
标准《旅游民宿基本要求与等级划分》正
式实施。

业内人士认为，这些规定为民宿经
营者提供了参照依据。但由于民宿是非
标准化住宿，具有房源分散化、经营主体
多元化、服务个性化、依赖互联网营销等

特点，一些痛点长期存在，短期难以彻底
解决。

一些民宿行业从业人员缺乏相应专
业素质。2021年贵州省统计局所作的
一项调研显示，贵州省内民宿经营主体
个体户占60%以上。由于乡村民宿一般
位置偏远，专业性人才不愿进山，大多数
从业人员是当地居民，未受过相应职业
技能培训。同时，民宿行业季节性分化
严重，淡旺季明显，从业人员流动性大。
“我文化程度低，游客信息登记全靠

自觉，是不是乱填我也不清楚。”51岁的
民宿老板彭连香说，当地很多民宿从业
者都是上了年纪的村民，大多只懂耕作
不懂经营。

一些乡村民宿地处偏僻且多为自建
房，未经专业规划、设计、验收，存在一些
安全隐患。中部某地近期摸排发现，当
地约30%的民宿消防安全未达标，有约
20%的自建房用于经营的民宿未取得房
屋安全鉴定合格证明。在一些城市小
区，一些业主将民宅以民宿形式出租，带
来治安、扰民等问题。

由于部门职责分散，对民宿的监管
容易出现盲区。业内人士介绍，民宿管
理涉及文旅、住建、消防等多个部门，由
于缺少牵头单位，难以形成合力。

中部某地近期在调研摸排中发
现，文旅部门统计纳管的旅游民宿
2700余家，而公安部门统计的则不少
于1.2万家。“一般各职能部门只会对
纳入自身统计的民宿进行主动监管，
未纳入统计的就处于监管空白地带，
出了问题后只能被动应对。”此次调研
的负责人说。

目前国内多地已明确要求，开办民
宿需办理营业执照、公共场所卫生许可
证、食品经营许可证等证照。但一些间

歇性营业的民宿在证照不全的情况下揽
客，偷摸着做生意。贵阳市一位民宿经
营者介绍，并不是所有网站、平台都需要
提供营业执照；有的平台进入门槛低，注
册成为商家、发布房源比较方便，审核很
容易通过。

如何守护“诗和远方”
贵州旅游协会副会长张晓松认为，

要把美丽乡村打造成游客远方的家，离
不开独具特色的体验，更需要安全、卫
生、精细的服务保障。

受访人士建议，促进民宿产业高质
量发展，要探索多元共治，规范市场。

江西省上饶市广信区华坛山镇党委
书记杨梅等基层干部认为，公安、文旅、
住建等有关部门，应增强统筹协调，做到
房源、房东、房客等基础信息底数清、情
况明。对问题民宿可分类采取“停业整
顿、休眠、退出”政策。

上饶市公安局三清山分局局长刘道
胜说，上饶公安投入数百万元研发出“智
慧民宿+”系统，游客通过扫码等方式，
即可快速办理入住登记。

一些从业者认为，品牌化、连锁化
是民宿行业发展一大趋势，要引进优
强企业，完善“专业从业者+散户”经营
模式。贵州多位文旅系统干部认为，
要实现民宿产业规范化发展，还有许
多工作要做。比如普及维权知识和相
关信息，提升投诉和游客权益保障的
可及性，减少游客的维权成本；鼓励守
法诚信民宿旅馆，为其注入更多推广
资源和扶持政策。

此外，要引导从业者长线经营，不做
“一锤子买卖”；常态化开展民宿管家培
训，提高从业人员素质。
“民宿乱象伤害的不只是消费者，还

包括地区形象及旅游市场。”江西省靖安
县中源乡民宿协会会长钟巍说，当地在
2021年成立了民宿协会，每个村统一定
价标准，统一建档；协会还积极参与民宿
与游客的纠纷调处过程，让消费者投诉
有门。

新华社记者 赖星 向定杰

（新华社北京10月1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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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民宿为何变“民诉”？

新华社北京10月11日电（记者任
沁沁 熊丰）记者11日从公安部获悉，
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开展以来，全国公
安机关重拳打击各类黑恶势力违法犯
罪活动，共打掉黑恶犯罪组织4048个，
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8万起，抓获一大
批犯罪嫌疑人，有力维护了社会大局持
续稳定。

日前在京召开的全国公安机关常态
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推进会提出，全力
推进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向纵深发展，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创造安
全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

全国公安机关将重拳出击，坚决
铲除重大黑恶势力组织，开展大案攻
坚，挂牌一批重大黑恶案件，坚决除恶
务尽；把打击锋芒始终对准各类突出
黑恶犯罪，坚决“打伞破网”，彻底“打
财断血”，深挖利益链条，斩断经济基
础；坚决防止黑恶势力坐大成势，严厉
打击涉网黑恶犯罪、黑恶苗头性违法
犯罪和地域性行业性黑恶犯罪，果断
将黑恶势力消灭在萌芽状态；全面加
强扫黑除恶基层基础工作，坚决铲除
黑恶势力滋生土壤。

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开
展以来

全国共打掉黑恶
犯罪组织4048个

10月10日，游人在陕西省西安市蓝田县九间房镇峪口村荞麦岭赏花游玩（无人机照片）。

近日，陕西省西安市蓝田县九间房镇峪口村荞麦岭的千亩荞麦迎来盛花期。连绵花海随着山势起伏，吸引游人前来参观。

新华社记者 刘潇摄

陕西蓝田：荞麦岭上花如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