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波多措并举推动甬凉文旅深度融合
对口协作办培训班促进民宿管理暨旅游住宿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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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8 日-12 日，宁波市文化广电旅游局领导、行业协会代表、文旅专家代表、

文旅企业代表、媒体代表等一行 10 人组成宁波调研考察团，来到四川省凉山州，分

别对螺髻山景区建设、泸沽湖周边民宿、魔梭博物馆、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博物馆、邛

海湿地公园等点位进行了详细地调研考察。

期间，在凉山州西昌市举行了 2023 浙江宁波与四川凉山州东西部协作交流座

谈会，两地签订了对口合作协议，还举办了2023年宁波市——凉山州对口协作民宿

管理暨旅游住宿业高质量发展培训班，旨在进一步加强宁波市、凉山州两地的文化、

旅游等交流合作，推动双方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

凉山彝族自治州位于四川省西南

部，幅员6.04万平方公里、545万人，是全

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全国知名的资源

富集地、全国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的示范区。

凉山风光秀丽、美不胜收。“北斗母

港”嫦娥奔月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国家

级旅游度假区邛海泸山、“东方女儿国”

泸沽湖、“第四纪古冰川地质公园”螺髻

山、“地球边缘”龙头山大断崖声名远

扬。凉山文化独特、底蕴深厚。

11 月 8 日，在浙江宁波与四川凉山

州东西部协作交流座谈会在凉山州西昌

市举行，宁波海丝国际交流中心主任叶

兴法在座谈会上介绍到，目前，宁波全市

A 级旅游景区（点）87 家，其中 5A 景区 2
家。省级旅游度假区 10 家，象山松兰山

度假区正在创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星

级饭店 121 家，其中五星 21 家，国际品牌

酒店的数量和档次位居国内同类城市前

列；旅行社（含分社）422 家，其中星级旅

行社86家。

据介绍，截至目前，凉山全州有 A 级

旅游景区71个（其中4A级景区17个、3A
级景区 51 个，2A 级景区 3 个），国家级旅

游度假区 1 个、省级旅游度假区 5 个、州

级旅游度假区 3 个；国家级生态旅游示

范区 1 个，省级生态旅游示范区 5 个；省

级全域旅游示范区 3 个，天府旅游名县 1
个、候选县3个，初步形成A级旅游景区、

旅游度假区、生态旅游区“三驾马车”齐

头并进的发展格局。

凉山州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成

员、副局长木乃什布说，凉山州先后制定

全域旅游战略、建设四川省文艺副中心、

国际阳光康养度假旅游目的地等实施意

见，出台扶持补助办法，州级财政每年安

排 1 亿元文化发展扶持奖励资金、3000
万元旅游产业发展引导资金，支持文化

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发展，构建了旅

游业发展的良好机制。

2021 年 4 月，浙江宁波从广东佛山

手里接过“接力棒”，与四川凉山正式开

启新一轮的东西部协作，宁波 10 个区县

（市）对口帮扶凉山 11 个县。自结对以

来，两地交流合作深入广泛，党政交往、

产业协作、文化交流、民生帮扶等协作成

果明显。

近年来，甬凉两地交流合作持续深

化，随着宁波市总工会将凉山州纳入职

工疗休养目的地；宁波往返西昌实现直

飞，进一步拉近两地距离。截至目前，共

有 2.3万名宁波职工前往凉山这座“山海

之境”旅游，直接带动旅游消费1.38亿元。

在8日座谈会上，宁波市文化广电旅

游局二级巡视员周明力与凉山州文化广

播电视和旅游局局长陈绍奎签订了两地

对口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内容：两地加强

文化旅游交流，适时开展两地间的实地

考察、调研和工作交流，加强双方在文

化、旅游等方面的深度合作。互相邀请

参加重大文化旅游活动，推动两地旅游

景区交流合作、互推互送、优惠共享，积

极探索出台两地国有景区互为目的地门

票优惠政策。同时，支持乡村旅游发

展。同时，依托宁波乡村旅游发展的优

势和经验，支持凉山州在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中创建一

批乡村旅游典型示范，形成“看有样板、

学有内容”可借鉴可复制的项目工程，示

范带动凉山乡村旅游产业发展，带动群

众增收致富，为乡村振兴提供产业支撑。

“筛选一批凉山旅游招商项目编入

宁波市旅游招商指南，并在宁波市专项

旅游招商活动中予以重点推介；引导宁

波市优质旅游企业赴两地考察投资，推

荐介绍一批有实力的投资商参与两地旅

游项目开发建设。开展企业结对，做好

旅行社、酒店、景区之间的结对帮扶，提

高当地旅游服务品质。”周明力表示，举

办民宿管理和对口协作培训班，并利用

宁波市“导游大师工作室”“全市旅游行

业比武竞赛”等平台，推进两地从业人员

来宁波交流学习；另外，还将依托宁波市

旅游院校与凉山州旅游院校建立的合作

机制，推动对接两地旅游职业院校学生

来宁波实习、就业等。完善互动互联机

制，加大对凉山州旅游产品在宁波市的

宣传力度，继续推动宁波市机关、企事业

单位职工赴凉山州开展工会疗休养，争

取输送更多宁波游客赴两地旅游、互推

惠民活动。

浙江已成为中国乡村民宿发展的

先行者、创新地和样板地。据统计，截

止 2022 年，全国存续民宿约 17.1 万家

（浙江约2.8万家、广东1.8万家、四川1.1
万家），浙江省公安系统登记在册民宿

20077 家，其中特行证持有率 96.5%。总

床位突破 20 万张，超过省星级饭店的规

模，带动就业15多万人，年直接营业收入

81亿元，户均40万以上。经过7年标准引

导，累计评定6批等级民宿计1109家；其

中：白金宿57家 金宿151家 银宿832家 、

文化主题民宿51家、非遗民宿18家。

11 月 8 日下午到 9 日下午，由宁波

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凉山州文化广电和

旅游局联合主办的“2023 年宁波市——

凉山州对口协作民宿管理暨旅游住宿

业高质量发展培训班”在凉山州琼海宾

馆国际会议中心二楼一会议室举行，来

自凉山州文广旅局相关领导、州文旅企

业代表、县市文旅系统、行业协会代表、

酒店民宿企业代表负责人等近 100 人

参加。

那么该如何打造一家品质民宿？

浙江省民宿产业联合会研究院副院长、

浙江莫干山文旅集团原董事长叶华明

作了“此心安处是吾乡，中国民宿看浙

江”演讲报告；他说，要把可能面临的所

有问题系统性想清楚，这是存量民宿最

大的痛点。性价比最高是既懂酒店又

懂民宿的设计师，在地文化适合与匹

配，度假产品逻辑和目的地思维，空间

组合与功能配置，再加上个性化空间与

人情化服务；在民宿，常规就是用来被

打破的，打破的是商务型酒店或家庭常

见及普遍的酒店布局重点考虑规模化、

集约化，而个性化民宿应逆向思维，创

造截然不同的空间体验价值，民宿提供

在地生活方式体验，客人希望体验与他

们平时不太一样的日常生活 ，给客人带

来新鲜感与亲切感，这种反差感，才是

触发客人惊喜的由头。

顾客只选择“服务品质好”的酒店，

而非“服务好”的酒店？宁波城市职业

技术学院旅游学院副教授穆亚君作了

题为“数字化时代住宿业的痛与通”的

演讲，她表示，解决“痛点”的关键，建立

以宾客体验为主导的质检体系，创建属

于自己酒店的服务标准与个性化服务

指 南 ，完 善 激 励 措 施 ，推 动“ 一 岗 多

能”。用智能化设备提升品质和体验

感，用数字化思维设计服务流程和项

目，以流量吸引为基础，以宾客体验为

核心，以品质提升为目的。

“民宿的本质是什么？民宿的边界

在 哪 里 ？ 民 宿 到 底 是 个 什 么 行

业？”——这是浙江久住文旅董事长、慈

舍和集盒里民宿（浙江省金宿）、钱湖

1936 民宿创始人李照辉在该培训会上

所作的《民宿的设计、管理与运营》讲座

时发出的一连三问，引发了凉山州所有

参与培训的旅游部门主管领导和民宿

业主们的强烈认同和深深思考。

李照辉说，民宿是生活美学的回

归。民宿的未来不论怎样发展，我们只

需回归到生活本身的样子。民宿的未

来发展一定要走品牌联锁化发展之路，

走区域聚落化发展之路，走多元化运营

之路，这是民宿发展的三个趋势。民宿

的核心是人，好的民宿一定是空间与人

俱美，好客文化永远是民宿的灵魂。未

来民宿是一个合伙人共同参与的时代，

民宿不是一个人的事。 一个爱笑的管

家、喜欢沟通和互动的小伙伴，比一本

制度手册更重要。民宿的服务和惊喜、

用心与感动，本质上是不能被创造和设

计的。 同时，民宿根植于乡村，服务于

乡村。民宿应该发掘乡村在地之美，承

担乡村文化复兴使命。民宿人的使命

就是让未来中国的乡村，青山常在，绿

水长流，冬有温庐，夏有凉荫。户户循

民宿之道，家家行待客之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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