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区县人民政府，市有关单位：

经市推进大黄山世界级休闲度假康养旅游目的地和旅游强市

建设领导小组同意，现将 《黄山市数字游民集聚创业地建设行

动方案》印发给你们，请各地各单位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附件：黄山市数字游民集聚创业地建设行动方案

2024 年 11 月 20 日



黄山市数字游民集聚创业地建设行动方案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省、市关于大黄山世界级休闲度假康养旅

游目的地建设的工作部署，细化落实省 《大黄山全球数字游民集

聚创业地建设行动方案》任务要求，充分发挥黄山市的资源禀赋

优势，提升对数字游民的感召力，努力打响大黄山数字游民集聚

地品牌，加快推进大黄山世界级休闲度假康养旅游目的地建设，

制定本行动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

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坚持国际视野、市场逻

辑、平台思维，不断提升“烟雨大黄山心灵休憩地”吸引力、感

召力和凝聚力，大力营造数字游民安心旅居、舒心生活、随心创

造的发展环境，构建自然舒适的共享空间、包容友好的共生空间、

开放多元的共创空间，打造大黄山汇集创新思想、转化创新成果、

集聚创新产业的重要基地。

到 2027 年，建成“祁民公社”“大黄山·篁墩”“黑多岛”“长源国

际艺术村”“向云端‘云雀计划’”“‘上升壹米’河傍青年创业共享社

区”“奕棋镇数字游民青年艺创中心”“西溪南石桥村数字游民社

区”“许村数字游民社区”等一批具有黄山特色的数字游民基地，



累计集聚 150 家团队，吸引数字游民 5 万以上人次。到 2030 年，

建成 10 家左右大型数字游民基地，若干家中小型数字游民基地，

累计集聚 300 家团队，吸引数字游民超 30 万人次，打响大黄山

数字游民集聚创业地品牌，建设“政策友好、服务友好、环境友

好”的大黄山数字游民最友好城市。

二、推动数字游民基地示范创建

（一）编制数字游民基地建设指南。立足黄山市资源优势、

区位条件和产业基础，编制数字游民基地建设指南，引导数字游

民基地探索组建非科层制运营团队、创新运营机制、实现高效运

作。 （牵头单位：市商务局；配合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文化

和旅游局，各区县人民政府。以下配合单位均含各区县人民政府，

不再列出）

（二）建立数字游民基地建设资源库。全面摸底市域内特色

小镇、休闲街区度假区、和美乡村、传统村落、皖美民宿、小三

线工业文化旧址、闲置厂房等资源，系统梳理全市数字游民基地

项目，纳入市级数字游民基地建设资源库统一调度。（牵头单位：

市发展改革委；配合单位：市商务局、市文化和旅游局等）

（三）打造数字游民基地样板。各区县对标国际标准，按照

“一个区县不少于一个”的要求，结合实际建设一批数字游民基

地。 （牵头单位：各区县人民政府）支持现有数字游民基地打造

优质示范样板和标杆项目。 （牵头单位：市商务局）



（四）开展基地建设跟踪评价。从基地吸引力、优势产品、

入驻率、游民满意度、税收贡献、生态环境资源保护、文化资源

保护开发等方面，每年对数字游民基地开展综合评价，表彰一批

最佳数字游民基地，纳入场景创新典型案例推介宣传。 （牵头单

位：市发展改革委；配合单位：市商务局、市文化和旅游局、市

统计局等

三、打造高品质活力基地

（五）建设“必备+个性”需求清单。对现有和在建的数字游

民品质社区进行综合性调研，听取意见建议，进一步完善数字游

民品质消费的基本要求，制定数字游民需求建设必备清单和个性

清单，并纳入数字游民基地建设指南。 （牵头单位：市商务局；

配合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文化和旅游局等）

（六）探索乡村共建模式。总结推广“祁民公社”与当地村庄

结合、以“社区支持乡土工厂”的乡村振兴新模式，到 2026 年形

成不少于 2 个的数字游民社区与整村运营典型案例。（牵头单位：

市农业农村局；配合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商务局、市文化和

旅游局等）

（七）打造公共文化共享空间。结合数字游民基地建设，组

织开展数字游民创客沙龙、交流分享、社区共建、音乐嘉年华等

节庆活动，每年举办有一定影响力的活动不少于 5 场次。 （牵头

单位：市商务局、市文化和旅游局；配合单位：市发展改革委等）



四、强化基础设施保障

（八）打造智慧数字空间。完善数字游民基地智慧化设施，

为数字游民基地量身打造质优价美的宽带、流量、云存储、云计

算和人工智能等服务，每个数字游民基地实现“双千兆” （即固定

宽带和 5G 下载速率均达 1000Mbps）网络覆盖， 网速达到国际

先进水平。鼓励优先采用大宽带互联网专线方式接入，满足各种

业态网络需求。 （牵头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配合单位：市

科技局、市数据资源局等）

（九）建立便捷畅达交通网络。在现有、在建、布局的数字

游民基地配建公交、共享单车、充电桩等公共交通和邮政服务点、

快递物流点等基础设施，满足数字游民出行和生活需求。 （牵头

单位：各区县人民政府）加密黄山机场国际航线，开通黄山至曼

谷、首尔、大邱、光州包机。 （牵头单位：市交通运输局、黄山

机场）

（十）完善安全保障措施。借鉴“一村一警”“一校一警”模式，

建立数字游民社区“一点一警”模式，强化数字游民人生安全保

障。指导数字游民基地做好消防安全、网络安全、食品安全等措

施。 （牵头单位：市公安局、市消防救援局、市网信办、市市场

监管局、市应急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落实）

五、支持数字游民创业创造

（十一）推动数字游民变成数字创客。每年召开 1 次面向数



字游民的服务商贸、乡村产业发展领域产品和场景机会供需清单

对接会。 （牵头单位：市商务局；配合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

文化和旅游局等）加强数字游民创业服务指导，提供针对数字游

民基地的青年创业、项目创意、产业孵化、运维管理指导服务，

引导数字游民逐步过渡到数字创客。（牵头单位：市发展改革委；

配合单位：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文化和旅游局等）探索建

立数字游民俱乐部，定期举办交流微沙龙和创业分享会，搭建行

业动态、项目对接、职业发展等交流平台。 （牵头单位：市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局；配合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文化和旅游局、

市商务局等）

（十二）提供景区游览“市民化”待遇。对符合“黄山市旅游

一卡通年票”办理条件的数字游民群体提供景区游览“市民化”待

遇，便于数字游民采风宣传，吸引数字游民驻留。 （牵头单位：

市文化和旅游局）

六、构建友好政策生态

（十三）落实大黄山合伙人计划。依托大黄山合伙人联盟，

邀请全球数字游民优秀年轻创业团队成为黄山市的大黄山合伙

人，走进大黄山，开展考察调研、对接洽谈等活动，推动形成一

批可落地、有影响的数字游民相关业态合作成果。 （牵头单位：

市文化和旅游局、市投资促进局）

（十四）加强政策支持引导。鼓励各区县因地制宜制定本地



区支持数字游民社区建设有关政策措施，加快培育数字游民生态

圈、赋能乡村振兴发展。 （牵头单位：各区县人民政府）强化金

融支持，探索建立针对数字游民群体的金融产品。 （牵头单位：

市财政局<金融监管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