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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大黄山办关于印发大黄山全球数字
游民集聚创业地建设行动方案的通知

有关市人民政府，省有关单位：

《大黄山全球数字游民集聚创业地建设行动方案》已经省大

黄山世界级休闲度假康养旅游目的地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同意，现

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2024年 8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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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黄山全球数字游民集聚创业地建设行动方案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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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抓全球数字游民快速增长机

遇，吸引千家团队、百万人次数字游民集聚，打造大黄山全球数

字游民集聚创业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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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营造全球数字游民安心旅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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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个左右具有鲜明大黄山风格的大型数字

游民基地，累计集聚 500家团队，吸引数字游民 20万以上人次，

形成大黄山与数字游民双向奔赴、互相成就的发展态势。到 2030

年，建成 15 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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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家团队，吸引数字游民 100 万人次，将大

黄山塑造成为全球数字游民修身养性的理想目的地和创新创意

的最佳承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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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开展数字游民基地示范创建行动

（一）编制数字游民基地建设指南。立足大黄山资源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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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建立基地建设资源库。省级和大黄山四市分别建立数

字游民基地资源库，全面摸底大黄山区域特色小镇、休闲街区、

和美乡村、传统村落、皖美民宿等优质资源，系统梳理 300个以

上数字游民基地储备项目，谋划建立线上展示、推介平台。

（三）打造一批样板基地。立足大黄山统一 IP，支持黄山祁

门、屯溪，安庆宜秀、大观，池州贵池等县（市、区）现有数字

游民基地项目建设，每年遴选若干数字游民基地优质建设项目纳

入省大黄山重点项目库，组织大黄山四市和运营团队赴样板基地

现场考察观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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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资源保护等方面，每

年对大黄山数字游民基地开展综合评价，表彰一批最佳数字游民

基地，纳入大黄山场景创新典型案例推介宣传。

三、开展数字游民基地功能提升行动

（五）提升服务设施品质。全面对标国内外知名旅游目的地

小镇、度假区高品质特色服务，支持数字游民基地丰富咖啡馆、

美食小店、小剧院、小音乐厅（LiveHouse）等品质消费场景，完

善基地周边学校、医院、体育场、图书馆等公共设施，为数字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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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提供高端休闲度假目的地服务。

（六）构建安全稳定高效的智慧网络。完善数字游民基地智

慧化设施，提升 5G 网络和千兆光纤覆盖水平。依托“东数西算”

芜湖数据中心集群，鼓励运营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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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实施交通畅行计划。畅通数字游民基地到周边交通枢

纽、知名景点和重点城镇等快速道路，鼓励以基地为中心建设步

道、自行车道等慢行交通系统，持续做好安徽省旅游风景道认定、

旅游公路推荐等工作。

（八）完善安全保障措施。指导数字游民基地做好人身安

全、消防安全、网络安全、食品安全等措施，打造安全可靠的大

黄山数字游民基地“金字招牌”。

四、开展数字游民共同成长行动

（九）搭建一站式服务线上平台。依托大黄山建设门户网

站，搭建大黄山数字游民基地线上服务平台，定期发布数字游民

体验、远程工作招聘、数字作品交易等线上活动，链接安徽政务

服务网等公共服务平台，提供公共服务和旅游、康养等特色服务。

（十）开展系列品质生活活动。依托大黄山数字游民基地，

举办各类音乐节、动漫节、电影节、电视节、丰收节等年轻人喜

闻乐见的民俗节庆、文化市集、创意沙龙活动，搭建青年人交流

创意的场所和活动平台。

（十一）实施“百干助百基”计划。从省、市、县从事大黄山

工作的干部中，分批遴选 100名左右思维活跃、业务过硬的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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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与数字游民基地建立“一对一”联系机制，全流程、全生命

周期跟踪服务数字游民基地建设。

（十二）实施“青长共创”计划。成立大黄山“长者学院”，邀

请一批懂市场、懂业态、有经验的退休干部、专家教授、国企负

责人等各领域精英人群参与，对数字游民基地的青年创业、项目

创意、产业孵化、运维管理提供指导。

五、开展数字游民创新赋能行动

（十三）举办大黄山创意创新创业大赛。围绕休闲度假、医

疗康养、创意经济、体育赛事、会展经济、文化服务六大产业集

群发展，向全球数字游民发出创新动员。加强与行业龙头、风投

机构等投资专家担任评委，促进赛事创新成果加快落地转化。

（十四）推进“文创大黄山”行动。支持大黄山四市依托大黄

山数字游民基地，与知名文化创意企业和创意投资机构合作，投

资建设一批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打造网文、影视、知识等 IP开发

基地，吸引创作者到大黄山采风踩线、汲取灵感、集中创作。支

持大黄山地区创建新一批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基地）。

（十五）构建“1+8”乡村生活美学体系。探索构建大黄山数字

游民基地+康养基地、电竞基地、创意设计基地、会议基地、特

色种植基地、生产制造基地、研学基地、影视基地等“1+8”体系，

建设 100家示范性乡土工厂，举办研学、游学等活动，赋能乡村

产业，唤醒乡村内在生命力。

（十六）构建开放式数字游民产业研究平台。鼓励省内高校

院所、行业协会、龙头企业等组建 5—10家数字游民研究机构，



- 6 -

支持大黄山专家咨询委员会举办数字游民基地发展论坛，开展相

关业态、管理、政策等研究，服务数字游民需求和基地建设。

（十七）实施大黄山合伙人计划。依托大黄山合伙人联盟，

发起大黄山合伙人全球邀请活动，邀请全球数字游民优秀年轻创

业团队加入合伙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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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开展数字游民国际传播行动

（十八）成立全球数字游民联盟。邀请全球代表性数字游民

基地共同成立大黄山全球数字游民联盟，每年在大黄山地区召开

全球数字游民大会，发布全球数字游民产业蓝皮书和数字游民创

新创业典型案例。

（十九）加密黄山机场国际航线。支持黄山机场恢复和新增

国际客运航线航班，到 2027年，国际（地区）航线达 6条。

（二十）加大新媒体互动传播。发挥安徽自媒体联盟等作

用，积极引导网络名人、相关领域正能量网络大 V等到访、进驻、

推介大黄山数字游民基地，每年邀请 100名左右微信、微博、抖

音、快手、哔哩哔哩、小红书、脸书等国内外主要社交平台活跃

的网络名人、正能量网络大 V等集中体验采风，推出一批优质网

络产品，吸引更多网民打卡大黄山、推介大黄山。

（二十一）简化国际数字游民便捷出入境。加快合肥、黄山

航空口岸外国人 144小时过境免签政策落地。积极争取探索数字

游民签证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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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完善政策支持体系

（二十二）加强创投资金支持。统筹用好大黄山建设资金、

省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文化和数字创意产业投资基金、大黄山

产业投资基金等相关资金、基金，支持数字游民产业发展。支持

金融机构开展数字游民基地建设信贷业务，探索知识产权（IP）

抵押等业务创新。支持符合条件的数字游民基地建设项目申报中

央预算内资金、超长期特别国债。

（二十三）加强土地要素保障。鼓励利用存量建设用地建设

数字游民基地，依托新型产业用地、乡村振兴用地政策探索土地

复合利用，为数字游民提供低成本办公和生活用房。加强乡村低

效闲置设施再利用，探索利用废弃粮仓粮站、供销社、乡村小学

等旧厂房旧设施开发建设数字游民基地。探索数字游民基地“飞地

项目”合作机制，促进大黄山地区数字游民基地跨区域集聚。

（二十四）加强人才支撑。建立数字游民基地人才管家机

制，对认定为省级 A、B、C 类高层次人才，分别由省、市、用

人单位安排专员提供点对点服务，进一步落实省级人才服务清单

事项。鼓励符合条件的数字游民参加职业技能培训，按规定落实

培训补贴。

八、建立健全推进机制

（二十五）强化组织领导。省发展改革委负责制定行动方

案，省商务厅负责建立大黄山数字游民集聚发展工作协调机制，

省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在政策制定、项目安排、体制创新方面

给予指导和支持。四市要加强组织领导，将推动数字游民基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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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纳入大黄山建设重要工作清单，创新体制机制，细化政策举措。

鼓励数字游民发展基础较好的县（市、区）加大对数字游民基地

项目的支持力度。

（二十六）强化协同联动。建立大黄山重大数字游民基地项

目省市县三级联动协同机制，紧扣跨区域重大项目，破除行政管

理职能壁垒，强化资源整合共享，加强常态化分工协作，形成共

抓大项目、共促大发展的工作合力。

（二十七）加强监测评估。探索建立大黄山数字游民基地综

合监测评价体系，建立第三方评估机制，加大大黄山数字游民基

地宣传力度，总结推广典型经验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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