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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管家，大多是“多面手”

牛仔裤、白 T恤、红马甲，37岁的孔杰
看上去干练十足。孔杰是山东济宁人，之前
在各地打过零工，随后来到九如山从事民宿
行业。一干就是6年。

6 年间，孔杰见证了民宿行业的快速发
展。“旅游形式和内涵近年都发生了巨大变
化，游客不再满足于单一的观光游，而是喜
欢以更丰富的形式去体验。”孔杰说，民宿注
重的就是服务与体验，它能让人们回归自
然，感到温馨、舒适与放松。

民宿热，带动了乡村游与当地就业。离
猫窝民宿不远，就是红颜容木桶。这家民宿
的特色，是房间形似红酒木桶。民宿管家刘
利45岁，是附近葫芦峪村村民。

见到刘利时，她正在门口笑盈盈地招待
客人。她告诉记者，当民宿管家之前，自己
是一名家庭主妇，没啥收入来源。“民宿兴起

后，经过培训，我在家门口有了好工作，这
搁以前想都不敢想。”现在，刘利的孩子上了
大学，照顾老人也方便，她对民宿管家这份
工作很满意。

或面朝大海，或栖居山间，在很多人眼
中，民宿管家的工作正是大家追寻的“诗与远
方”。实际上，孔杰表示，民宿管家的日常工
作综合性强，干起来并不轻松。她举例说，
除了提供基础的住宿服务，如办理入住、接
待、清洁、安排用餐等，还要为住客规划出
行路线、推荐游玩景点，如怎么爬山戏水、
景区数十处特色体验馆如何游玩等。

好的管家，大多是“多面手”。“与酒店
工作人员不同，民宿管家与住客的距离更
近、接触更多。什么都要懂一点，技多不
压身嘛！”孔杰说，一来方便与不同客人互
动，二来可以为大家提供更加美好的生活
体验。

氛围营造、礼仪接待、咖啡研磨、红酒
品鉴、插花等都是民宿管家上岗培训的内

容。面对这样的要求，孔杰坦言，确实感到
一定的压力与挑战。目前最考验她的，要属
新媒体宣传了。自媒体、短视频流行，民宿
有了新的传播方式。“我正在学习运营抖音、
小红书等账号，定期直播，有时也上传一些
图片和文案，希望吸引更多人了解并体验我
们的民宿。”孔杰说。

学新技能虽辛苦，孔杰却乐在其中。她
说：“几场直播下来，不少网友私信咨询民宿
的位置与价格，以及景区的有关情况，令人
开心！”

与住客成为朋友是最大收获

猫窝民宿的休闲区，传来阵阵笑声，孔
杰和住客董女士一家交谈甚欢。交流间隙，
孔杰为他们制作了咖啡。

董女士一家三口来自河北，通过小红书
推荐，自驾来到九如山游玩，住在猫窝民宿。

“这儿的环境很好，一开窗就能触碰大自然，
很适合带孩子来体验！”董女士说。

“在这儿玩得咋样？”记者问完，没等董女
士作答，旁边 3 岁半的儿子就抢答：“开心！”
说毕，用搅拌棒搅了搅刚磨好的咖啡，抿了
一口，嘟哝了一句“是苦的”。

在这里聊天，氛围轻松、愉悦，即便是
互不认识的陌生人，也会寒暄几句。最近几
天，赶上暑期，猫窝和红颜容木桶的预定火
爆，一家人领着孩子体验的居多。记者随手
翻看了住客登记簿，山东省内的占大多数，
也有来自北京、上海等地的。

相较酒店服务，民宿的服务更讲究个性
化、强调人情味。孔杰介绍，客人来之前，
会提前询问有什么特殊要求，并告知当天天
气状况，提示携带必备私人物品。即便客人
离店后，也会进行回访。

住店期间，总会碰到一些突发状况。不
久前，有位住客凌晨 1 时发烧了，由于山区
没有药店，客人也没带药，随行的家人特别
着急，拨通了孔杰的电话。

“我们得知情况后，立马开车到镇上，买
了退烧药，给住客送了过去。”孔杰回忆说，
第二天早上 7 时，客人给她回微信说，烧退
了，十分感谢。

在此居住的游客告诉记者，民宿的花总
是新鲜、艳丽的，屋里弥漫着淡淡的花香。
据了解，原来这是民宿管家去景区打造的花
海采来布置的。“来民宿的客人看到鲜花，一
整天心情都好。我们在插花的时候，住客也
会参与进来。”孔杰说。

孔杰和记者分享了一个故事。有位住客
来了一次后，就经常回来住，有时带着家人
来，有时是单位搞团建。每次离店时，他都
会告诉管家这次做得好的地方，以及需要改
进的地方，还会与他们分享在读的书籍。他
和管家们结下了深厚友谊，成为良师益友。

这样的故事有很多。当民宿管家的最大
收获，在孔杰看来，莫过于和天南海北的住
客结识并成为朋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
事。和住客交流的过程，对于我们来说，增
加了探索多种人生的可能。”她表示。

“游客来体验，我们要做的，就是把他们
当成朋友一样招待好，关注到每个细节，让
每位朋友都能乘兴而来、满意而归，这样才
能不断吸引回头客，赢得口碑。”刘利说。

吸引更多年轻人加入

“我们的民宿是木质结构，专业术语叫
‘重型井干式木结构房屋’，这可是老祖宗智慧
的结晶！”00后民宿实习生宋亚茹在直播间为
网友们作讲解，“建造时，要把每块木头先旋
成同径的圆，然后挨个去刻榫。一个木头上
下各刻一半，这么咬合拼接起来。”她用双手
十指交叉比划着。

宋亚茹来自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即将大
三，专业是旅游管理。谈到来民宿实习的收
获，她打开了话匣：“虽说学的旅游管理，但
在学校多是理论知识，只有到了景区，和游
客接触，才能真正理论联系实际。来这儿

之后，我的性格也开朗多啦，因为每天要
接待许多住客，打招呼、主动交流，锻炼
很大！”

“民宿产业发展空间大，民宿管家更是为
我们年轻人创业就业打开了一个新窗口。”宋
亚茹对这一新职业的前景充满信心。与此同
时，她也希望该行业在未来能够更规范、更
专业化。

成为新职业后，民宿管家的相关职业标
准制定工作也陆续展开。孔杰坦言，目前虽
然民宿管家数量增加，但人员素质与服务水
平参差不齐，缺乏全国性统一的评定标准和
考核体系。她建议加快建立相应标准体系，
同时要能进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拓展晋升
通道。“除了标准化服务，如果学了其他技
能，应该成为加分项。”孔杰认为，这有利于
吸引更多年轻人投身民宿行业。

九如山风景区副总经理梁彦涛表示，民
宿行业非常需要有热情、有能力的年轻人加
入。作为经营主体，应提前做好规划。当前
不少职业院校开设民宿管理与运营专业，可
与对口专业院校建立合作机制，为相关专业
学生提供实习实训机会，更好留住人才。

“民宿管家成为一种新职业，不仅意味我
们得到了社会认可，未来的生活也更有奔
头。今后我要学习更多技能，比如茶艺、调
酒，到时候再去考个证！”聊着聊着，孔杰对
自己未来的职业发展做起了规划。

民宿管家：

打造你我的“诗与远方”
本报记者 史志鹏

民生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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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塑料产销监管有了统一标准

【短评】

大力发展再生塑料产业
张一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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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还能订房吗？”
“您好！还剩两间房源。请问

您大约何时到店？对房间有什么特
殊要求吗？”

在山东省济南市九如山风景
区，猫窝民宿管家孔杰像往常一样
接着电话。与客人沟通好后，她添
加上对方的微信，将民宿和停车场

的具体位置发了过去。
如今，民宿管家从业者规模已

跨越到百万级，去年正式成为人社
部公布的新职业。他们提供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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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游
客的个性化需求，精心打造着你我
的“诗与远方”。

“村超”“村 BA”……去年夏天以
来，贵州乡村的“村字头”赛事相继

“出圈”，引 发 热 议 。 一 年 多 来 ， 从
“村 VA”到“村马”“村羽”，中国“村
赛”蓬勃生长。今夏，“村赛”热度
不减，甚至吸引了外国球星和外媒
关注。

听上去平平无奇的乡村业余赛事，
为何成了火爆全国的焦点？盘点“村
超”等赛事走红的路径不难发现——

“村赛”火得有理。
“村赛”能火，是因为把比赛办到

了心里。
笔者记得，小时候老家县政府外

的球场上，每到夏天都会举行篮球比
赛，观众围得里三层外三层，孩子们
幻想着有一天站上赛场，享受掌声喝
彩。随着年岁增长，城市里运动健身
的场地越来越多，但当时围观看球的
感觉却渐渐陌生了。

高质量的赛事活动是发展全民健
身、扩大体育消费的关键之一。“村超”
所在的贵州榕江，人口不足 40万，却
有14个标准足球场、约40支群众性足
球队。“村赛”的诞生，得益于当地浓
厚的体育氛围，让村民参赛、观赛的
热情找到了出口。同时，“村赛”兼具
专业性与大众性，唤起了人们的乡
情、乡愁，找到了让大家共情的“最大
公约数”。

“村赛”能火，是因为把“村味儿”
做到了极致。

“村超”“村 BA”等比赛中，乡村
是“ 主 场 ”， 村 民 是“ 主 角 ”， 体 育
的热情、激情与农村的风景、风情
融合得恰到好处。不管是颠勺、杀
猪的，还是办企业、当老师的，球
场之上一律平等；场下观众，有的身着民族
盛装、载歌载舞，有的翻出铁盆锣鼓、敲打
助 威 ——“ 村 赛 ”俨 然 是 一 场 全 民 参 与 的 大
联欢。

有人说，“村赛”是观察中国式现代化的一
扇窗口，此言不虚。“村赛”的举办地，有的曾

是深度贫困县。在完成脱贫攻坚、推
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村赛”让人们
看到了中国乡村的活力，感受到村民
对体育和生活的热忱，这正是中国故
事的生动表达。

“村赛”之火，不仅火在体育，也
火在文化、火在经济。

体育搭台、文化唱戏。“村赛”期
间，各项民俗文化活动也是吸引眼球
的重要一环。赛场上，群众演员在比
赛间隙吹芦笙、跳多耶舞；观众席
上，各族群众身着盛装，欢聚一堂；
赛场周围，餐饮、零售等消费业态纷
纷“带货”；比赛结束，鸡鸭猪牛等农
家山货成了获胜球队的奖品……可以
说，“村赛”已成为乡村文化和民族文
化的大舞台。

别看“村赛”的组织看上去像“草台
班子”，实际上当地政府做好了充足的
计划准备和服务保障。“村赛”的成
长，是“体育+文化”“体育+旅游”等
新业态的有益探索，为乡村经济社会
提供了极大动力。

“村赛”之火，有燎原之力。“村赛”
不仅推动乡村产业和文化振兴，也带
动了人才、组织和生态振兴。如今，
在海南、宁夏、甘肃、四川等地，各
类“村赛”层出不穷，“村 BA”“村超”
等赛事已在全国普及，体育赛事在
乡村振兴中的价值愈发凸显。

普及“村赛”，利用好当地的资源
禀赋，让体育赛事点燃健身热情、助
力乡村振兴，值得有关部门好好研
究。各地在发展“村赛”的同时，保持
好赛事活动“土味儿”“村味儿”，让村民
成为“村赛”主角，才能把“村赛”搞得
更好、更长久。

刘

峣
数据显示，我国每年产生废塑料

超过6000万吨。这些废塑料如果不经
过任何处理就被丢弃，将会对水源、土
壤等造成污染，威胁人类的生存环境。

但对塑料的处理也面临着问题，
塑料绝大部分使用不可降解制品生
产，会长期存在于自然环境中。如何

处理废塑料是一个世界性难题。
回收利用是解决问题的一个重

要途径。通过技术将废塑料进行回
收并且再生，产出新的塑料制品，
这样循环往复，能够节省许多成
本，同时对环境的影响也会不断降
低。但也需要注意，废塑料回收利

用的技术门槛高，设备、工艺操作
要求高，如果达不到相应标准，可
能会将塑料中的有害物质析出，影
响人的健康。

因此，绿色再生塑料产销监管
链标准的出台是必要的，将会规范
绿色再生塑料的生产、销售、监管
等全流程，实现产品溯源，保证产
品的安全性。

如今，我国大力推动生态文明
建设，着力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
体系，推动绿色再生塑料产业发展
正是题中之义。

中国首个本土绿色再生塑料产
销监管链标准近日正式发布。

近年来我国塑料的消费量持续
增长。回收再生是处理废塑料的一

个重要途径，也能够促进绿色发
展。然而，我国在再生塑料领域依
然存在一些问题，由于本土相关标
准的缺失，我国再生塑料行业还存

在再生塑料技术水平低、品控难度
大，缺乏有效的信息传递机制、难
以开展流向监管等。

绿色再生塑料产销监管链标准
的发布填补了这个空白。标准对企
业在塑料再生管理和生产过程提出
了具体要求，其中包括企业社会责
任、过程控制、材料采购、销售、
外包等各个环节。

在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临
安区的杭州福斯特应用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工人把新制出
来的塑料托盘运送到仓库。

该企业通过自主研发，
将企业内部产生的一般塑料
固废和废塑料桶制成塑料托
盘，降低了固体废料的排放。

新华社记者 徐 昱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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