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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空间里，会有什么样

的人，这些人会喜欢做怎

样的事情，最终会呈现出

什么样的生活场景，从而

吸引更多的人？这是由

品牌定位申发的问题。

无论是雅谷泉还是

其他的酒店，这都是需要

思考的。酒店除了住宿、

餐饮，还是一个生活的空

间，如何生活是酒店可以

去呈现的方式。

翻看酒店的定义，网

上有很多。例如，酒店就

是一个为你提供安全、舒

适，并且能够让旅行者或

者是出游者能够得到一

个短暂的休息时间或者

是睡眠空间的商业机构，

简单来说的话就是能够

给宾客提供一个吃饭、睡

觉的地方，是要有一个固

定的建筑物为凭证，通过

出租客房、提供餐饮以及

其他综合服务的地方。

这确定是我们现在

所需要的酒店空间吗？

随着疫情的常态化，我国酒店市场逐

步复苏。但是新冠疫情的多点、不定时散

发，依旧让酒店行业随时面临着“空无一

人”的处境。按照疫情前的固有思维，酒

店极其依赖旅游客源，同样，“住宿”在旅

游中亦占据着重要位置。要减少疫情对

酒店行业的影响，就要减少对旅游客源的

依赖。

“疫情下，酒店的潜在客户是谁？客户

的需求是什么？酒店能够做的有哪些？”蝶

来雅谷泉总经理王立平经常会思考这几个

问题。

平时客人少的时候，改善酒店能源系

统，优化服务结构，设计酒店个性产品，这

些是酒店人员力所能及的工作，也是完善

酒店整体功能的需要。

从挖掘潜在客户开始，公司团建、大型

企业疗休养、婚礼服务……这些是生活中

的“必需品”，虽然也会受到疫情的影响，但

总归不会像旅游一样，安全处于停滞状

态。这可以保证酒店的基本运营。

而平时的客人是酒店成长与发展的机

会，如何做好社群营销就变成非常重要。

“需要什么样的客人，这与品牌定位是休戚

相关的。”蝶来雅谷泉山庄酒店是一家以中

式庭园为主要风格的休闲度假型酒店，在

显然不是。但在很多的酒店品牌策划方

案里，很难跳脱出这样的概念，他们大多

定义酒店的功能，例如康养、运动、亲子

等，但是如果打破定义，还原生活本身，

酒店可以实现更多的场景以及空间价

值。

正如雅谷泉现在正在做的中式美学

生活场景，从点开始试图构建生活的面。

这些点从酒店原本的服务出发，通过改善

与提升，去完善生活语言。例如，改善睡

眠环境，引进高科技的床品，可以在这样

的产品中加入中式的元素，让中式美学不

仅有传统的审美逻辑还可以增加科技的

舒适感。

再例如，推出启晨仪式，用美学的生

活仪式开启一天的生活，从而传递健康的

生活理念。在雅谷泉的中式庭园中，生活

是场景化的，是可展示、可传递的。酒店

在保证最基本的餐饮住宿需求之外，可以

有更加丰富的内容和层次。

空间是具有无限可能的，它不应该被

定义。旅游作为生活空间的延续，亦是如

此。随着人们对生活需求的变化，旅游的

内容也在变化，不同的体验、新的尝试、特

别的感受，这些都是旅游的内容，对酒店

而言，要找出这种需求，拉长生活场景，打

破既有定义。选择酒店，可以是选择一种

不一样的生活方式。

当酒店的外延打开了，那么酒店的品

牌文化定位也要随之改变：拓宽场景，落

实细节。

酒店不需要定义

当酒店的场景外延与

人们日常生活外延相交合

的时候，游客就不再是酒

店主要的服务对象，或者

说，“远方的客人”不再是

酒店的主要客群。在疫情

常态化的情况下，这无疑

让酒店有了新的土壤以及

生根的条件。

雅谷泉正在做这样的

尝试，从一草一木，一湖一

泉水开始。也只有王立平

所说的，在这样的缓冲期

里，硬件都可以改善，而软

件要从员工的服务心态开

始。美学不是流于形式的

表面，而是发自内心对生

活的感知。员工在这个过

程中，需要进行自我的认

知与提升，才能真正从氛

围上形成中式美学生活的

“样板”。

“有些时候酒店还需

要向民宿学习，这就是生

活的打造。”

酒店不应该仅仅是酒

店，当我们打破这个定义

的时候，酒店才能实现真

正的转型升级。

为什么要转型升级？不仅仅是外部环境的推动，也是事物发展的内在需求。在疫情之前，酒店就在寻找转型升级之路，例如管家式的

服务，文创型的体验，沉浸式的场景等。只是转型升级，不仅仅是大盘面上的转型升级，也是每一个细节的转型升级。在上一期传统文旅

企业转型升级文章中，提到市场需求。不可否认，需求是市场的核心动力，也是转型升级的主要方向。

只有走在跟随需求的道路上，企业才能紧跟市场的浪潮，找到自己的流量。

疫情发生的第1年，采访了温馨岛蝶来酒店总经理王立平，记得她当时形容温馨岛的夜晚，所有的灯都熄了，走在通往酒店的浮桥的

地板上，可以听到脚步的回声。也许那样的场景是当时大多数酒店面临的处境：在黑暗中迷茫的前行只能听见自己的脚步。

如今疫情已经是第3个年头，王立平从温馨岛蝶来调到了蝶来雅谷泉山庄酒店，一样是酒店，面对常态化的疫情，又做了哪些努力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