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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项目的支撑，改革创新将

沦为空谈。今年至 2020年，我区将重点

推进旅游信用体系建设、旅游综合保险

等旅游改革创新工程，同时积极筹建文

旅集团、推动成立滕头与国资混合所有

制平台和滨海全域旅游公司。

今年 4月 19日，全域旅游综合保险

正式推出。该保险是我区在全域旅游发

展大背景下，通过创新探索“旅游保险+
安全服务”的新模式，按照产业融合与旅

游保险广覆盖的发展理念，建立的新形

势下旅游保险服务创新发展的体制机制

和政策体系。该保险以政府作为投保人

的救助类保障保险，以解决全区范围内

的游客进行旅游消费情形下的政府救助

和系列保险服务及应急救援，是全区旅

游安全风险管理与保障体系建设的重要

组成部分。

该保险启动后，我区境内所有游客

在旅游过程中，由于发生意外事故（车辆交

通事故除外）而导致保障对象人身伤亡的，

依据国家或地方有关法律规定和投保人投

保的条款，进行抚恤救助。需要注意的是，

这里的游客指离开常住地 10公里以上且

在奉化境内停留 4小时以上的，通过由旅

行社、相关协会组织或通过旅游网络平台

来奉化进行旅游活动的旅游者，或是能够

提供自助景区消费、餐饮消费和购物消费

的自驾自助游游客。

旅游信用体系建设主要包括“标准规

范”“信誉评级”“信用平台”“信用指数”等

内容。今年 3月，我区通过公开招标引进

专业团队（大公宁波信用信息服务有限公

司）推进旅游行业信用体系建设，通过打通

旅游政务信用服务通道、建立信用指数和

“旅游+信用+”多产业融合模式等定制化

解决方案，打造具有奉化特色的全域旅游

信用体系建设经典模式。我区先后出台了

《奉化区旅游行业信用体系建设三年行动

计划》和旅游信用8项标准规范，大力推进

旅游信用制度、旅游信息化平台建设，广泛

实施行业内各类诚信企业示范创建，取得

了显著成效，探索出了一条旅游信用建设

的“奉化模式”。今年 7月，我区旅游行业

信用体系建设被宁波市信用办列为宁波市

信用体系建设试点。

目前，奉化结合“3+1+1+N”模式完成

全域旅游信用公共服务平台（一期）功能的

设计与开发，后期将同步应用于微信公众

号，系全国首个全域旅游信用服务平台。

同时，我区初步建立首批 100家企业的信

用名片和60家企业的信用评级报告，涉及

的主体包含：酒店、餐饮、民宿、特产店、导

游、景区、旅行社、船老大，并将通过奉化旅

游信用公共服平台专栏、门店的二维码、微

信公众号等方式进行公开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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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域旅游”，就是跳出从一个旅游景点到另

一个旅游景点的单点旅游模式，让整个城市、整个

区域都变成一个大的旅游度假区，最好能够处处风

景、移步换景，而不是景区墙内风光无限，景区墙外

脏乱不堪。

要实现景点旅游到全域旅游的转变，改革创新

是重要关键词之一，并涉及到发展理念、规划引领

和改革创新项目推进等多方面。

全域旅游发展要顺利推进，首先要转变的发展观念。

发展观念中，区旅游委及相关部门首先摆脱了景区旅游的

旧发展观，树立了全域旅游的新发展观。区旅游委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全域旅游发展观的关键在于对“域”字的理解，虽然

从字面意思上理解，“域”主要是指空间概念，但从国家旅游局

推进全域旅游工作的具体举措以及旅游业界将全域旅游解读

为全空间旅游、全时旅游、全产业链旅游等不同的“全”旅游来

看，全域旅游绝不仅仅局限在空间范围上，而是指一种促进经

济的可持续发展、不断落实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观的一套经济发

展思路、一种科学的发展观念、一种促进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

战略举措。

该负责人表示，原先，我区的景点区域割裂独立，景区内外

存在两重天现象，一个景区就像一个行政区，与其他区域是割

裂的，这使得全域旅游的一体化建设很难得到落实。在全域旅

游的大形势下，景区不应该是一个独立割裂的区域，而是应当

作为整个城市或整个区域的一个有机功能区，与城市的其他区

域在交通、住宿、商务、办公等方面共同规划、融为一体。与其

他的旅游景区强化联系合作，共同形成风光带、旅游线，这样才

能实现全域旅游。

该负责人还表示，在全域旅游发展大背景下，管理和盈

利观念也需要发生根本性转变。过去，景区建设和运营，主

要依靠财政拨款、收取门票，直营或出租各类旅游服务设

施，俗称“圈地收钱”。而在全域旅游的大形势下，必须让旅

游搭台，让产业唱戏，通过发展全域旅游提升城市形象，进一步

加强游客行为、环境保护、治安管理、防火防灾等管理，以吸引

更多的游客、投资、贸易等，带动整个城市餐饮、住宿、娱乐等产

业的发展。

正面的例子如杭州西湖就是一个典型，不但景区免收门

票，而且加大了免费WIFI等设施的投入，现在来看不但没有对

杭州整个城市造成负担，反而带来了杭州城市形象的提升和互

联网等产业的发展。反面的例子像凤凰古城收门票、日照海滩

收门票，非但没有效增加财政收入，反而引来社会各界一片差

评。

发展观从景区旅游
向全域旅游转变 发展全域旅游对于规划提出了更高

要求：新的规划不仅仅局限于各个景区，

而是要和城市发展总规，交通、水利、建

设、农业等所有规划相互融合。

今年 5月，我区委托杭州商大旅游

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编制的《宁波市奉

化区全域旅游发展规划》（2018-2035）正
式完成。

该规划立足于乡村振兴和全域旅游

发展两大宏观背景，坚持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五个发展理念，对接宁波

市“大湾区、大花园、大通道、大都市区”

发展目标，对我区全域，包括 1277平方

公里陆域、91平方公里海域和63公里海

岸线，提出了具体发展措施。

该规划分为全域分析、全域定位、多

规融合、融合共享和改革创新五大篇

章。在全域分析篇，系统分析了全域旅

游发展的宏观背景及我区的区位优势、

产业基础、发展意义、优势条件和提升空

间等，并系统梳理了我区全域旅游资源。

在全域定位篇，我区全域旅游发展

将定位于国际著名的山海禅养休闲旅游

目的地，确定了“一带一路”国际著名旅

游目的地、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诗画

浙江”样板区、“名城名都”山海休闲度假

区等四个发展目标，提出了全域旅游一

体化发展战略、全域旅游国际化发展战

略、全域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战略、全域全

要素发展战略、全产业集群发展战略、旅

游“点-轴”发展战略等6大发展战略，最

终展现出“山海桃源·弥勒圣境”的全域

新形象。

在多规融合篇，提出了要按照融入

主城加速化、山海联动一体化、北连南优

开放化目标，统筹全境旅游资源，进一步

做强做优佛教名山核，做大做特风情海湾

带，构建一批旅游产业集聚区、高等级旅游

景区、旅游特色小镇与风情小镇、旅游度假

区、乡村旅游景区，全面推进产城游大融

合，着力构建“一核一带三廊道五组团”（一

核为佛教名山核，一带为风情海湾带，三廊

道为“山海人文走廊”“都市休闲走廊”“名

山合作走廊”，五组团为“时尚名城休闲旅

游组团”“乡村桃源度假旅游组团”“山乡田

园栖居旅游组团”“江南古镇水韵组团”“未

来健康人居组团”。）的全域旅游空间一体

化发展大格局，实现我区旅游从单一产业

向综合产业转变，从小旅游向大旅游转变，

最终构建起全资统筹、全产融合、全面创

新、全境打造、全民参与，能够代表宁波旅

游形象的新局面。

在融合共享篇，提出了要以全域旅游

发展为契机，以“农业旅游融合、文化旅游

融合、水利旅游融合、体育旅游融合、商业

旅游融合、工业旅游融合”六大工程为抓

手，撬动全区各产业融合发展，调整产业结

构，提升产业层次，形成以旅游为引导的产

业升级模式。重点促进农业、工业、文创产

业为旅游业提供景观、服务设施、基础原材

料、旅游商品等；充分利用旅游带来的大量

客流，以“游客体验”为主要方式，在旅游

“食、宿、行、游、购、娱、产、学、研”全领域植

入奉化特色产品，使旅游成为我区特色产

业和产品的“超级体验店”。

在改革创新篇，提出了要以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为核心理念，以产业结构调整、生

态环境建设、生态管理、文化活化为途径，以

旅游景区承载量监控工程、生态环境可持

续、人文资源可持续、乡土环境可持续四大

工程为抓手，使我区城乡空间、资源环境得

到永续科学利用和开发，为奉化全域旅游发

展提供支撑，最终实现奉化生态、经济、社

会、文化的效益最大化与可持续发展。

多规融合描绘全域旅游发展新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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