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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趣宿宁波，来了就欢喜”

2024 宁波民宿主题文化体验季启动仪式

暨“浙韵千宿·诗话象山”试点建设推进

会获悉，宁波市部署实施“甬乡百宿”建

设三年行动计划，着眼于民宿品牌化、特

色化、规范化发展新要求，打造“浙韵千

宿”的“宁波样板”。

会上发布了宁波民宿山海湖城四大

主题精品线路和“欢喜地、欢喜礼、欢喜

价、欢喜宴”四大系列秋冬季宁波民宿惠

民政策。近十年来，宁波民宿从小到大、

由弱渐强，实现了从“星星之火”到“燎原

之势”的飞跃式发展，展现出以高端引

领、品牌推动、集聚发展、业态丰富的民

宿产业发展势头。

截至目前，宁波全市已形成了 34 个

民宿产业集聚区、打造了 1500 余家特色

民宿，有200余家等级民宿和客栈，规模、

数量均居全省前列。根据计划，到 2026
年，宁波力争累计创建国家级等级民宿 3
家以上，省级等级民宿和文化主题（非

遗）民宿 180 家以上，市叶级客栈 60 家以

上，培育“浙韵千宿”100 家以上，民宿产

业集聚区突破50个。

其中，为构建“甬乡百宿”形象体系，

宁波将整合山、海、湖、城特色资源，通过

策划民宿品牌标识、宣传口号征集，打造

“甬乡百宿”视觉识别系统；加强民宿品

牌推广等路径，推出一批特色鲜明、具有

较强市场影响力的民宿区域品牌；全体

系打造“食宿”“礼宿”“见宿”等活动品牌

IP，扩 大 宁 波 民 宿 整 体 品 牌 影 响 。 到

2026 年，累计形成 20 个以上民宿区域品

牌，打造10个以上民宿特色活动 IP。

同时，宁波将深入挖掘和利用本土

传统文化，培育景观美学和文化内涵融

合为一体的主题民宿；引导有条件的民

宿开发乡村音乐、乡村书吧、非遗体验、

研学康养等文旅融合业态，推动民宿打

造艺术空间、特色菜肴和非遗技艺等更

具个性、黏性和乐趣的体验产品；推出

“民宿+景区”“民宿+餐饮”“民宿+活动”

等特惠产品，带动旅游淡季民宿消费。

到 2026 年，累计培育 160 家以上等

级民宿，20 家以上文化主题（非遗）民

宿。而且，宁波将坚持“民宿姓民”，加强

梯度培育发展，推动民宿从数量增长向

品质提升、从单体建设向集聚发展转变；

大力支持在地村民直接经营或参与经营

民宿发展，盘活乡村闲置资源，推动资产

增值、农民增收；提升管理精度、服务温

度、好客热度，为民宿招引建设、运营服

务、技能提升等提供保障。计划到 2026

年，累计组织培训 100 场次，培训 1000 人

次，推动认定民宿管家100人。

未来三年，宁波将继续在民宿证照

办理、许可审批、项目招引、资源盘活、人

才招揽等方面提供技术支持、政策保障

和资金扶持，加强民宿安全全过程监督

管理，力争通过民宿品牌、品位、品质提

升行动，打造一批主题明、韵味浓、品质

高、带动性强的甬乡风情民宿，全面形成

“甬乡百宿”建设标志性成果，为宁波加

快建设现代化滨海大都市和中国式现代

化市域样板谱写文旅新篇章。

会 上 ，一 批 优 秀 项 目 率 先 签 约 合

作。其中，宁波市民宿经济促进会与浙

江各地、南京、苏州等地多家旅行社签订

民宿精品线路、高端定制游全面推广合

作协议；宁波市民宿经济促进会与中国

投资协会生态产业投资专业委员会、湖

州商会签约，在团建、活动、疗休养等方

面进行全面合作；宁波市民宿经济促进

会与中国农业银行宁波市分行签约，通

过金融合作，助力宁波民宿行业全力全

速发展。

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资源开发

处一级调研员钱剑力在会上表示，作为

民宿行业发展的先行省份，浙江省现有

持证民宿2万余家，数量占全国第一。这

些根植在广袤大地的每一座民宿都承载

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它们或隐匿于

山海云雾间，或静卧于湖光城色中，既保

留了千村千面的乡村风貌，又富有原汁

原味的乡土人情。住民宿，既是一场乡

村生活之旅，也是一场精神原乡之旅，于

都市喧嚣之外寻得一片“心安即归处”的

港湾。民宿发展，是创新的一次实践。

当前民宿产业正成为推动乡村振兴

的重要力量，也是乡村旅游不断深化提

升的重要支柱。在民宿发展历程中，需

要巧妙地与农业、文化、体育、康养等多

业态融合，打造一系列别具一格的产品

体系。希望广大民宿从业者坚持市场化

导向，积极探索民宿集群化品质化发展

方向，通过资源共享、品牌共建、市场共

拓等方式，放大集群效应，赋能地方经济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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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

主办的2024乡村创意生活季（浙江）启动

仪式、浙江乡村文旅运营大讲堂暨宁波

市“乡旅共富路”建设推进活动在宁波镇

海举行。活动以“诗意栖居 镇海‘乡’遇”

为主题，不仅有主旨演讲、英雄帖发布、

案例分享、圆桌对话等精彩的思想交锋、

观点“论剑”环节，还设置了镇海家宴、九

龙夜话、市集体验、现场考察，将“乡宴”

“乡谈”“乡情”“乡礼”“乡趣”等“乡”特

色、“乡”情结贯穿活动始终，让与会嘉宾

全方位、沉浸式了解镇海的乡村文旅运

营发展成果，共商全省乡村旅游高质量

发展之策。

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党组成

员、副厅长李新芳出席并讲话。她表示，

大讲堂是对加快打造长三角绿色休闲度

假胜地、中国乡村旅游首选地的再动员、

再部署，在推动乡村文旅产业蓬勃发展、

培育专业运营人才、树立行业标杆、促进

乡村振兴等方面已取得显著成效。希望

大家能在本次大讲堂中头脑风暴，通过

来自乡村一线工作者们的观点碰撞、示

范带动，共同为浙江乡村文旅运营下步

发展建言献策、贡献力量。

对于乡村文旅高质量发展，李新芳

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处变局中开新局，

深刻认识游客、市场和环境等乡村文旅

运营外部环境的加速变化；二是在危机

中育新机，聚焦“精”“准”“高”，创新开辟

乡村文旅运营发展体系的革新赛道；三

是于渴望中增希望，以情怀促事业、以品

质立标杆、以交流增动力，点燃推动乡村

文旅运营行稳致远的奋进激情。

近年来，宁波市围绕“乡旅共富路”

特色品牌建设，目前累计打造 29 个全域

旅游示范区、6 个乡村旅游共同富裕示范

区（创建区）、31 个乡村旅游共同富裕示

范村、10 支星级乡村旅游运营团队，年吸

引游客超 3000 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

超30亿元。

镇海依托独特的自然禀赋和深厚的

人文底蕴，深入挖掘海丝、海防、商帮、红

色和科创五大文化资源，因地制宜改造

提升，打造出独具镇海特色的乡旅品

牌。当下，镇海的乡村已经充分具备了

“出圈”条件，未来，镇海将提供优质高效

服务，不断完善农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系列政策，对于卓有贡献的运营团队和

创业主体，多方面予以激励扶持，着力在

优化营商环境、提高服务效能上下功夫，

在互利共赢中铺就镇海乡旅共富路。

值得关注的是，2024“乡村创意生活

季”（浙江）活动在现场启动。作为文化

和旅游部推进乡村旅游艺术提升、餐饮

提升、数字提升，丰富优质乡村旅游产品

供给，促进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的一项

有力举措，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将

联动全省各级文化广电和旅游部门于 9
月起组织开展“乡村创意生活季”活动，

深入实施产品创牌行动，开展各具特色、

形式多样的乡村文旅活动200余项，进一

步激发乡村文旅的消费活力，不断满足

广大群众多样化、个性化、品质化的文化

和旅游消费需求。大讲堂现场，福建省

旅游协会民宿分会会长、街巷文旅创始

人宁军作《人才——乡村文旅运营中的

关键要素》主旨演讲，提出乡村文旅发展

要强调人与集体、文旅、民宿及乡村振兴

的紧密关系。随后，行业专家、学者围绕

《乡创未来——市场引领与业态创新》展

开圆桌对话。

聚焦全面提升宁波乡村旅游运营成

效，宁波市文化广电旅游局现场发布了

《宁波市乡村旅游运营团队服务评价规

范》。宁波市镇海区九龙湖镇、奉化区西

坞街道金峨村、鄞州区东钱湖镇建设村

广发“英雄帖”，希望通过创新合作与深

度开发，为当地乡村旅游发展引入更多

“活水”。

会后，与会嘉宾走进镇海九龙湖镇

横溪村、念青闲庭民宿及镇海中学等资

源点，实地交流考察、感悟“乡情”；于繁

星之下尽情“乡谈”，夜话乡村文旅运营

的模式创新；共赴“食在镇海·乡村家

宴”，品尝镇海特色“乡宴”——镇海十大

碗；走进“‘乡’往的生活”市集，把当地特

色“乡礼”带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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