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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大代表陈辉：

建设宁波
公共儿童图书馆

李克强总理曾提出“一个国家养成全民
阅读习惯非常重要”，自2014年起，在总理
的提议下，“全民阅读”已连续4年写入政府
工作报告。

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高尔基
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爱好读书，要
从小培养。培养儿童阅读习惯，让孩子爱上
阅读，他们将同时学会爱的方式，懂得爱自
己、爱他人、爱生命、爱世界。

市人大代表、至诚学校董事长陈辉调研
中却发现，在相同经济条件的家庭，中国儿
童的阅读量只是美国儿童阅读量的六分之
一，中国的人均阅读量在世界范围内也相对
较低。她认识到，这个差距和美国城市公共
图书馆体系健全，及馆内的儿童阅读服务体
系完善有直接关系。

图书馆是一座城市的文化灵魂。为了
能让宁波的孩子们从幼年开始就把良好的
阅读习惯融入每天的生活，为孩子们建立

“终身教育”基地，并对其提供优质化的服
务，陈辉建议，建设宁波公共儿童图书馆。

陈辉认为，儿童阅读越早越好。其实，
很多父母不是没有这方面的意识，只是不知
如何下手，甚至经常感叹没有可以给孩子健
康文化熏陶的场所。公共儿童图书馆则可
以承担起这个任务，对年轻父母正确引导儿
童从小阅读起关键作用。

为了让公共儿童图书馆能吸引孩子，在
陈辉看来，应该在馆内创设适应儿童天性的
阅读环境。公共儿童图书馆尤其应改变严
肃的面孔，满足孩子们的好奇性格，在图书
收藏、环境设计、策划安排等方面都应适应
儿童的心理特性和生理特点，并单独设立儿
童趣味阅读区，吸引孩子们到他们想看图
画、想听故事的地方去，这些氛围会带动孩
子自觉地去参与阅读。

不过，陈辉也表示，由于城市中心儿童
图书馆的建设涉及规划、选址、设计、建设等
多个流程且建设周期较长，况且若城市公共
儿童图书馆落成却面积有限，也不能完全满
足全市少年儿童的阅读需求，所以她建议，
各个区的文化馆、青少年宫均应开辟富有鲜
明特色的儿童图书阅览区，引入特色儿童阅
览服务模式，尽快开展儿童阅读服务。

需要指出的是，陈辉所在的至诚学校国
际部提供的美国课程体系就有专业图书馆，
小学生每年可以在这个体系中阅读200到
300本课外读物。该校有近50名主要来自
美国的外籍专业教师和专业图书馆教师，来
自世界各地的200多名外籍学生在这个体
系中学习。

记者 林伟

“目前看来，宁波民宿在山水海洋资源
方面的运用比较多，其实在打造主题方面
的发挥空间还很大。”苏少敏举例称，宁波
打造民宿还可以运用本地的民俗主题，自
行车、帆船主题等都有潜力成为优质的主
题。

对此，市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建议，
宁波可以结合新时代美丽乡村建设、传

统村落保护工作，引导民宿产业
挖掘历史文化，融入自然景

观，形成各具
特色又多
层 次 的

民宿产业；深入打造民宿的主题特色文化，
以乡镇或村为单位开展“民宿文化内涵提
升工程”，引导帮助民宿业主根据自身实
际，通过各种主题特色，彰显民宿经济发展
的自身独特文化。

采访中，苏少敏提到一个观点：民宿的
兴起，是乡村精神的回归。人们愿意消费
民宿，是希望能找到一处精神依托的地方，

“建议宁波借助民宿发展，引进最好的思
想、技术，最具乡土情怀的人。”在他看来，
民宿的市场定位一定要清晰，要有好的经
营主题以及核心吸引力。

市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也建议，大
力引导和培育善于学习会讲故事的民宿经
营人才，“鼓励原住民参与民宿开发，促进
当地的历史人文、自然景观和生态特色的
融合，让宾客来了还想来、住下不想走，让
选择民宿的宾客入住期间有故事听、有事
情做、有活动体验。”

记者 谢舒奕

民宿“淡旺季”这道题怎么破？
建议集群化发展，深入打造主题特色文化

市两会正在召开中，“民宿”因为被多次提到而成为热词。多位代表委员提
及乡村旅游建设、民宿发展等话题时，也谈到了民宿生意淡旺季明显，存在“旺
季订不到房，淡季门可罗雀”的问题，给我市民宿发展带来诸多不利因素。

该当如何破题这一难题？在昨天的采访中，部分代表委员纷纷建言献策。

民宿行业如何缩短淡季时长？
不要“拒旅游团于千里之外”

代表委员们基本上都认为，作为休闲
度假产品，民宿经营存在淡旺季现象是客
观存在的。解决这一难题，各方也是可以
有所作为的。

“要增加淡季客流量，民宿肯定不能拒旅
游团于千里之外。”市人大代表、浙江达人旅
业股份有限公司部门经理李晶对民宿目前以
散客市场为主的现状颇为熟悉。她个人也强
烈感受到，近几年，越来越多的游客在咨询时
会提到包含民宿的旅游产品，“这意味着，旅
游团里确确实实存在民宿消费需求。”

但是话说回来，作为旅行社，既要满足
游客的需求，也要保障旅游产品的高品质、

好服务，选择合适的民宿。“建议民宿要有
相对成熟的管理、运营模式。”李晶表示，团
队游客数量往往较多，但单家民宿的客房
数一般非常有限，“如果一个旅游团50多
个人，旅行社采购时总不能跟好多家民宿
分别商量。”

“民宿的淡季往往是在工作日，我建议
重点挖掘老年旅游市场。”李晶表示，时下
老年群体有钱有闲，但整体休闲度假的意
识还不强，需要培养，不过潜力很大。同时
李晶提出，民宿行业还可以尝试迎合白领、
上班族的需求，充分利用周末时段，逐渐形
成以宁波周边为主的“微度假模式”。

如何更好地对接职工疗休养？
下一个阶段应是集群化发展

2016年4月，宁波市总工会、财政局
等六部门下发了《关于<加强宁波市职工疗
休养管理工作的实施办法>的补充意见》，
规定“职工疗休养地安排在省内，可在一地
多点开展身心疗养、参观学习、职工交流、
乡村体验等内容，鼓励、倡导充分利用市内
有经营资质的农家乐、民宿等资源，丰富职
工疗休养形式”。这对民宿来说，显然是个
大利好。

“职工疗休养入住民宿，能更好地体验
当地风俗、文化，这无疑是一个值得鼓励的
方向。”市政协委员、东钱湖旅游度假区管
委会副主任苏少敏认为，当下，单品爆款、
网红民宿的初级发展阶段逐渐成为过去
式，民宿通过众筹等互联网金融手段迅猛
扩张，品牌连锁初具规模，下一个阶段应是
集群化发展，“民宿生态圈”的概念越发受
到行业认可。“这样，人数较多的疗休养群

体可以选择入住民宿集群，而且建议彼此
间住宿条件不要相差太大；另一种办法，则
是建议职工疗休养采取分散性、小团组的
形式前往。”他说。

巧合的是，两会期间，市政协港澳台侨
和外事委《关于加快推进我市民宿经济发
展的建议》中也提出，“在休闲旅游和乡村
旅游具有相对优势的地区，尽可能成片成
群落地集聚式发展民宿。”

“建议引导各区县（市）旅游主管部门
优化民宿扶持方法，加大智力扶持力度，帮
助民宿经营户改进建筑外形、功能设计，从
起点上提升民宿经营品质。”市政协港澳台
侨和外事委同时建议，注重民宿发展重点
区域的资金投入，扶植有特色的民宿尤其
是高端精品民宿的发展，完善部分道路、通
信、停车场等公共配套，加快农村地区交
通、卫生、电视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

民宿发展的“宁波模式“是什么？
深入打造民宿的主题特色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