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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今年春节长假，受疫情影响，不
少市民响应号召过年不离沪，使得
沪郊旅游，特别是乡村民宿游成热
门，上海郊区优质民宿早早被全部
订满。相比邻近省市，上海乡村民
宿起步虽晚，但发展势头强劲，借着
乡村振兴、花博会等东风，近两年来
数量急剧增加。但随之而来的问题
也逐步显现，例如冷热不均、配套不
齐、分布零散、各自为战等等。近
日，崇明区第二大民宿产业集群中
兴镇成立了民宿协会，并发布了首
份镇级民宿扶持政策，为上海发展
乡村民宿经济提供了一份可参照的

样板。
中兴镇目前有118家民宿，大

部分是近两年开设的。今年春节长
假，该镇民宿几乎天天爆满。“主要
是得益于政策红利，以及过年不离
沪的倡议。”中兴镇一位民宿经营者
将目前的状态称为“新手保护期”，
就是只要正常经营，双休日、节假日
基本保持满房状态，那么一年中基
本可以做到收支平衡甚至略有盈
余。但“新手保护期”能够维持多
久？他坦言心里没底，一旦“保护
期”结束，收支平衡将被打破，将无
可避免出现一波优胜劣汰。
民宿本身的投入成本极大，就

算是用家中宅基房改造，省去了土
地成本，要改建一栋精品民宿的投

入依旧非常可观，动则数百万元之
巨。正常情况下需要5年到10年回
本，如果经营有道，这个时间可能会
缩短，但依旧无法改变民宿产业高
投入慢回报的本质。
目前经营情况不错的民宿，绝

大部分都能将“闲置时间”充分利
用，即周一至周五非节假日时间依
然能有稳定的客源，但这对于民宿
本身的要求较高，只有少数精品民
宿能够做到，其他大部分民宿都处
于淡季旺季“冷热不均”的状态。可
以说，“闲置时间”能否被利用，是民
宿能否盈利的分水岭。
除此以外，客人入住民宿之后，

到哪里去玩也是一个问题。依旧以
崇明为例，虽然全岛的生态景观相

比从前已有了质的飞越，但依旧缺
乏一个“爆点”项目。这也是上海民
宿业存在的共同难题，乡村民宿，通
常离不开山水名胜的依托，而这是
上海所缺乏的短板，能否打造符合
上海郊野特色的文旅“爆点”，是上
海民宿行业接下来能否发展壮大的
关键。
面对民宿产业发展中的诸多烦

恼，今年1月，中兴镇成立了中兴
镇民宿协会，并发布了首份镇级
民宿扶持政策。就在不久前，崇明
区相关部门出台了文旅产业扶持
新政，规定对于新建被评定为五星
级、四星级精品民宿的，分别给予
一次性奖励30万元、20万元。在
此基础上，中兴镇的扶持奖励办法

进一步细化，从集群化发展、专业
化服务、品牌化经营和差异化竞争
四个方面，为民宿从业者提供针
对性的扶持。

2019年，上海发布《关于促进
本市乡村民宿发展的指导意见》，明
确了乡村民宿在实现乡村振兴中的
重要作用，制定了促进上海民宿产
业健康发展的路径图。但在实际操
作过程中，乡村民宿依然还会遇到
诸多问题和挑战，可以说每一个地
区遇到的问题都不一样。
政策扶持或许能帮助解决某一

阶段的困难，提供一部分发展的动
力，但上海民宿真正要打出品牌，实
现可持续发展，“老板”“老板娘”们
还要做更多的功课，动更多的脑筋。

本报讯（首席记者 宋宁华）

元宇宙、大剧场、网红直播……社

区居民、白领、孩子等都可以在这

里找到“兴奋点”。昨天，全市最大

的区级群艺馆——浦东群艺馆新

馆正式揭开神秘面纱。记者在新

馆看到，开放当天就人气“爆棚”，

包括年轻人、亲子家庭等纷纷来到

这里参加元宵节活动。

大空间
面积是老馆的6倍
昨天，在浦东群艺馆新馆的文

化广场上，上千只灯笼流光溢彩。

猜灯谜、赏花灯、民俗快闪、沪剧演

出、线上点灯……一系列迎春祈福

活动交织出一幅年味浓郁的新春画

卷，新馆入口处一度还排起长龙。

作为浦东新区区委、区政府为

民办实事的重要工程，浦东群艺馆

新馆地处浦东锦绣文化公园板块，

紧邻浦东图书馆、浦东新区青少年

活动中心、浦东城市规划和公共艺

术中心，文化设施集聚。新馆建筑

总面积达2.7万平方米，相当于老

馆面积的6倍多。

记者看到，和老馆不同，这里

突破了传统群文场馆的“小空间”

“小教室”局限，代之以大体量、高

灵活、多功能的空间布局，吸引了

白领、孩子等走进来。在附近上班

的白领王小姐告诉记者，过去她利

用中午午休时间参加群艺馆的瑜

伽活动，自从老馆关了只能到社会

健身房。“群艺馆是公益场所，而且

聘请的老师很专业，我争取再‘秒

杀’到这里的课程名额。”

多功能
“升级”的不仅是颜值

浦东群艺馆新馆，升级的不仅

是“颜值”。浦东新区区委常委、宣

传部长黄玮介绍，新馆将着力打造

六大功能兼备的公共文化服务引

领平台。“在打造全民艺术普及的

大学堂方面，将依托新馆艺术教

室、排练厅、手造坊等空间，借力市

民艺术大学、延时服务等新机制，

在夜间和寒暑假等时间段，面向市

民开放一批广受群众欢迎的各类

艺术培训课程。”

这里将打造全民文艺展演的

大剧场，新馆内设大剧场和实验剧

场2座剧场，共1330个座位，力争

成为全国各地实验剧、精品剧在浦

东的首演地、常驻地，为群众提供

公益看大戏的好去处。这里还将

打造元宇宙互动社区的大基地，依

托浦东新区互联网企业优势，与张

江、金桥等地区数字化企业合作，

将群艺馆线下空间和元宇宙等年

轻人爱用、爱玩的虚拟场景相结

合，引进最新的产品设备，建设智

能化场馆应用体验区，推出若干类

青年人喜闻乐见的创新网络互动

场景。

此外，文化网红直播的大平台

也将闪亮登场，新馆将打造先进的

直播设施和直播空间，吸引和集聚

一批文化网红来这里开展云直

播。新馆将邀请喜马拉雅、东方财

经 ·浦东频道、浦东新区融媒体中

心等开设直播间，集中展现浦东公

共文化发展的丰硕成果，提升浦东

群艺馆的品牌效应。“过去一般只

面向专业音乐公司和明星的录音

棚等设备，新馆也将会面向年轻人

群公益开放，市民可以走进录音

棚，圆我歌手梦，灌制属于自己的

第一张唱片。”黄玮说。

未来，浦东群艺馆还将依托新

场馆、新空间，不仅为浦东、为上海

服务，还将为长三角、为全国服务，

成为引领区的文化新地标。

民宿老板，你可别大意
李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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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新地标亮相引领区

■ 建筑共有四层，分河西、河东两部分，中间有两处廊桥相连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

城市生活有多丰富，

城市治理就有多复杂。

前不久，上海香梅花园

（一期）小区和牡丹路186

弄小区先后出现两例新

冠确诊病例，尽管接到信

息是在夜间，花木街道值

班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就登

录数字孪生城市平台，将

街道内待封闭小区的总户

数和人数发给疾控中心，

供他们预判首次核酸检测

量；把每一栋楼人口数据

打印出来，作为核查底数，

尽可能消除闭环管理风险

点。通过探索数字孪生

技术，疫情防控中的高效

能治理由此体现。

数字孪生城市最大

的特点就是通过数据建

模，实现在大屏上看到的

房子、树、路灯、杆、广告

牌、垃圾桶等与实体城市

一一对应。《“十四五”数字

经济发展规划》中提到，提

升城市综合管理服务能

力，完善城市信息模型平

台和运行管理服务平台，

因地制宜构建数字孪生城

市。在上海，孪生城市数

字治理已经“破茧成蝶”，

正充分展示科技之智、规

则之治、人民之力。

于细微处见效能

2021年，上海启动城

市最小管理单元数字化

治理项目，通过激活每一

个“最小管理单元”，让正

在实践的“现代治理”真

正可以“引领未来”。

虹口区选取“云舫小

区”及周边地块作为探索

试点，通过建设三维数字

孪生底座，有效解决了社

区日常管理中“看不清、

管不过来、处理不了”的

情况，交出了一张提升政

府治理水平和效率的新

答卷。

比如通过大数据分

析，精准找出试点区域的

失能、独居老人，上门安装物联感

知设备“五件套”（智能门磁、红外

线感知、烟感、燃气报警器和水管

家）等，一旦出现异常情况，系统将

信息报警至居委干部和结对“老伙

伴”的手机，督促他们第一时间上

门查看，守护老人的安全。这样的

“政策找人”，为社区工作人员的主

动、精准服务提供了数据

保障，获得了居民的认可

和好评。

云舫小区接入了19

类1000多个物联感知设

备，通过“多合一”的智能

报警和自动处置，丰富了

安全隐患发现渠道，以科

技“智治”提升社区安全

自治能级。

为乡村治理“画像”

嘉定北管村是上海

近郊较为典型的城乡结

合复合型村庄，地理上，

东与宝山区接壤，南与南

翔镇相邻，S6沪翔高速在

村内通过，有上下匝道；

人口近万，户籍人口少，

外来人口多；产业上，优

质企业80余家，其中规

上企业15家；生态上，建

成14个生态公园，森林

覆盖率达到30％。对于

这样体量的村来说，优化

治理迫切需要数字解决

方式。

面对“城中有村、村

中有城”格局，嘉定区通

过无人机、车载分析等方

式对北管村进行扫描式

孪生建模，生成了包括住

房、沿街商铺、文化设施、

生态公园等在内的模型

底图。并将公安、卫健、

水务、绿化等部门的动态

数据资源进行延伸赋能，

并在底图上不断叠加本

地人口、视频、重点点位

等图层数据，实现了村域

内各类重要体征指标的

集成汇聚，为乡村治理精

细“画像”。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北管村在生态环境

治理上花了大力气，重点

关注河道绿化、暴露垃圾

等问题。比如在村域河

道岸边安装了监控探头

监测不文明行为。当摄

像机监测到河道岸边有

河边垂钓等不文明现象，

将触发报警，并形成处置反馈闭

环。只有生态好了，才能留住好的

人才、留住好的产业。北管村正是

希望通过优美的环境换来年轻白

领的归属感，既能看到带一点数字

转型的“洋气”，又能在小桥流水中

感受游子情怀的“乡愁”。

本报记者 解敏

浦东新区群艺馆新馆迎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