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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宿“塔川书院”的老板是一

对 80后的外地夫妇。几年前，他
们一路游历来到塔川，一眼相中

了这个小山村。此后，他们斥资
4000多万元，租下了村民的 5幢

老房子，流转了周围 60亩荒弃的
田地，结合地势、溪流、田园进行

二次设计改造，再现徽州先人的

人居营建意境和诗意遐想，打造
了一个有温度的“乡村会客厅”。

在古徽州、新黄山大地上，像
塔川书院这样的诗意民宿如雨后

春笋般涌现，民宿经济风生水起。
近日，2021中国（黄山）民宿发展

大会在安徽黟县隆重举行，来自
全国各地民宿行业的精英代表共

聚一堂，分享交流经验，链接整合
资源。

“徽文化”新体现
创意黄山，美在徽宿。“黄山

地处皖浙赣闽‘四省通衢’，历史

悠久、文化灿烂，山水优美、生态
绝佳。在这片钟灵毓秀的土地上，

不仅孕育了‘黄山’和‘徽州’两大
顶流 IP，也成就了各具特色、内涵

丰富的一大批民宿精品。”黄山市

副市长程红表示，将进一步发挥民
宿平台作用，注重市场逻辑谋事、

资本力量干事，推动民宿与康养、
研学、运动、摄影、写生、电竞等多

业融合，以无边界创意赋能产业发
展，加快打造充满现代气息、创意

时尚的高端现代服务业集聚区。

“旅游不只是观光，更是休闲
和体验。徽州民宿卖的也不只是

住宿，而是感知和体验徽州古村
落、徽派古民居、徽州民俗风情在

内的一种生活方式。”安徽省旅游
协会旅游民宿分会会长、黄山市

徽州民宿协会会长陈熙说，徽州

民宿不是简单的老房子改建装
修，它是徽州文化的别样呈现，本

身就是一种研学旅游产品和休闲
度假目的地。

近年来，黄山以皖南国际文
化旅游示范区和徽州文化生态保

护区建设为统揽，全面实施徽州

民宿提质增量行动，大力推动民

宿产业规模化、品牌化、规范化发
展，打造了黟县宏村、屯溪黎阳、

休宁祖源、徽州区西溪南、黄山区
汤口等一批民宿集群，成功获评

“全国民宿产业发展示范区”。如
今，黄山市民宿客栈发展到 2500

余家、年经营收入超 20亿元，实

现了经济效益、生态效益、文化效
益、社会效益的多赢。

“徽旅游”新时尚
黟县作为黄山市发展民宿产

业的代表县（区）之一，以古民居

古建筑为载体，以田园风光为底

色，积极推进民宿产业融合发展，

引领了民宿产业发展新风向。今
年“十一”假期，黟县民宿游备受

追捧，过夜游客 12.3万人，其中入
住民宿 8.6万人、实现收入 1295

万元，占比达 70%。

黟县县委副书记、县长戴炜在
分享该县民宿产业发展经验时表

示，常态化疫情防控下催生了以短
距离“微度假”“微旅游”为代表的

大众旅游新热点，这也进一步助推
了“宅民宿”成为大众旅游新风向。

黟县民宿已由过去乡村旅游配套

逐步转变成大众“微度假”“微旅
游”的重要载体和爆款休闲产品。

此外，戴炜还分享了该县围绕
民宿转型发展，探索开发了“两山

银行”、徽黄游、数字乡村三大平台，
推进数字赋能乡村振兴的经验。据

介绍，目前黟县民宿已达 903家，
占到安徽全省民宿总数近三分之

一，年接待游客超 220万人次，民
宿带动旅游综合收入近 20亿元。

开幕式上发布了《黄山市民
宿产业发展报告》，“民宿产业研

究院”揭牌并正式启动，与会相关
专家学者就民宿发展进行了主旨

发言。来自全国各地市、区县的民
宿、旅游、互联网、电竞等行业代

表参加了大会。
本报记者 吕倩雯

“花果山”揽英才“云招聘”出新招
连云港围绕主导产业布局人才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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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边界创意赋能产业发展

    以“云集港湾 ·留连忘返”为

主题的 2021（第三届）花果山英
才双创周近日在连云港市举行。

作为连云港重点打造的高层次人
才交流合作平台，本次双创周活

动实行“市县联动、云聘直播”模
式，通过“1+6+8”形式，即主会场

1个开幕式和 6 个主体活动，分

会场 8个县区（板块）特色活动，

推介连云港城市名片，线上线下
双渠道面向全国发布 2 万余岗

位。现场，连云港人才白皮书发
布，高校人才联络站、离岸孵化基

地等项目现场签约。

作为中国首批沿海开放城

市、“一带一路”支点城市、东海水
晶之都，近年来，连云港引才聚才

又有了新名片———千亿级“中华
药港”、世界级石化产业基地、迅

速崛起的“新材料之都”……
为此，依托产业聚人才，依靠

人才促发展，走产才城融合发展

之路，是近年来连云港的坚定选
择。连云港把人才作为创新发展

的最强驱动，实施“花果山英才计
划”，系统构建“1+N”人才政策体

系，推出“党建引领 ·惠才强企”八
条措施，重点支持主导产业领域

企业、人才企业及科技企业，涵盖

人才引进、培养、创新及生活服务
保障等方面，以优质的创新创业

环境，形成城市与人才相互成就
新格局。

今年，连云港立足主导产业，
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重点培

育石化、生物医药、高性能纤维

及复合材料、化工新材料等 10

条产业链。以 8个科技镇长团为

纽带，发挥高校院所资源优势，
构建 10条人才链，坚持产才融

合、双链驱动，为高质量发展注
入新动能。 本报记者 唐闻宜

    安吉县地处长三角的

几何中心、杭州都市经济
圈核心区，是“两山”理念

诞生地，也是中国美丽乡
村建设的发源地。为全力加

快优质项目、高端人才引

进，推动高质量赶超发展，
近日，2021新时代“两山”试

验区 ·安吉县第十四届投资
贸易人才洽谈会（以下简称

“安洽会”）启幕，本次安洽
会围绕“改革创新，绿色发

展”主题，全面梳理在“两

山”理念指引下，安吉坚定
不移护美绿水青山、做大金

山银山、推动成果共享，坚
持生态立县的发展历程。

“在全省高质量发展建
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全市打

造共同富裕绿色样本的战
略部署下，安吉以数字化改

革为牵引，深入推进新时代
‘两山’试验区建设，加快打

造‘县强、民富、景美、人和’
共同富裕安吉样本。”安吉

县委书记沈铭权表示，从基
础设施到公共服务，从产业

集群到创新协同，安吉正以
更加积极的姿态融入长三

角一体化。
今年以来，安吉聚焦绿

色化、品质化、集群化发展
方向，制定实施制造业高质

量发展方案，按照一个产
业、一个规划、一个专班、一

个基金、一个政策、一个智库的

“六个一”机制，加快培育发展制
造业“1+5”产业（即绿色家居优势

产业和生命健康、高端装备、电子
信息、新材料、通用航空五大新兴

产业），逐步构建定位清晰的产业
发展体系、过程闭环的项目引推

体系、功能完备的平台支撑

体系、导向鲜明的企业培育
体系、精准聚焦的要素保障

体系，为产业项目落户提供
优质平台，力争到 2025年，

制造业“1+5”产业总产值达
到 1800亿元以上，形成一

大千亿级支柱产业、五大百

亿级新兴产业格局。

今年 1 至 9 月，安吉
招商引资、项目推进工作质

效明显提升，已累计完成投
资亿元以上项目签约 95

个，计划总投资 366亿元，
固定资产投资 325亿元，其

中固定资产投资 5亿元以上

项目 33个。完成市定“大好
高”项目 35个；69个亿元以

上项目开工入库，81个项目
竣工。

本届安洽会，场内集中
签约项目 26 个，总投资

375.6亿元，其中百亿基金
项目 2 个，人才项目 2

个，一产项目 1 个，三产
项目 4 个，制造业项目17

个，总投资 144.2 亿元，固

定资产投资 122.8 亿元，均
为制造业“1+5”产业项目。

场外签约项目 14个，总投资
115.5亿元，固定资产投资

101.8亿元。
“连续举办十四年，安洽

会已成为广大客商、嘉宾沟
通交流、增进友谊、拓展合作

的有效平台。”安吉县投资促进中

心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陈波表示，
安洽会已经发展成为具有一定区

域影响力的投资贸易人才洽谈盛
会，成为安吉坚定不移走好绿色发

展之路的缩影。
本报记者 唐闻宜

安
吉
构
建
绿
色
制
造
产
业
格
局

    “开局‘十四五’

砥砺新淮南”全国摄
影名家走进淮南主题

创作活动近日举行。
来自全国各地的摄影

家们走进淮南的现代
化园区等重点企业和

文化场所开展主题摄

影创作，旨在通过摄
影家“第三只眼”的镜

头聚焦淮南的新业
态、新发展、新面貌，

以及历史悠久的文化

风貌和民俗文化风
情，以独特的视角和

生动的画面定格和诠
释美好淮南。图为充

满浓郁民俗文化特色
的非遗文化表演———

寿州锣鼓   

杨建正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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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亩之宅，五亩之
园。有水一池，有竹千竿。”
黟县的塔川书院是一家有
堂有庭、见山望水的民
宿，远处山峦起伏，近处
梯田层叠，一副想象中
的江南模样，被游客称
为“稻亭溪竹美宿”。

■ 位于黄山黟县的民宿“塔川书院” 本报记者 李铭珅 摄

2021中国（黄山）民宿发展大会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