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连云区宿城街道全域旅游示范区塑造（省级综合类）

聚焦人民美好生活 多元共筑文旅高地

宿城街道三面环山，一面临海，拥有海上云台山、枫树湾、

船山、保驾山等 4个主景区 26个分景点，是云台山国家级风景

名胜区和国家森林公园所在地。街道荣获“中国十佳村镇慢游

地”、“美丽中国最佳康养旅游街道”、“省级第二批旅游风情小镇

创建单位”、“省特色景观旅游名乡”等诸多荣誉称号。宿城街道

以建设美丽旅游示范区为目标，紧紧围绕人民群众的切身感受，

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向往，按照文旅宿城、便利宿

城、绿满宿城、富民宿城、魅力宿城的建设目标，全力推进宜居

宜业宜游的全域旅游示范区塑造。

图 1 项目分布图

宿城街道围绕全域旅游示范区塑造，整体规划布局、综合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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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管理、一体化营销推广，促进旅游业全区域、全要素、全产业

链发展，通过拓展既有建筑功能品质、完善旅游服务配套设施、

创新居民增收产业平台、提升街区整体景观环境、营造全域旅游

文化氛围，打造全域共建、全域共融、全域共享发展模式，实现

全民共享美丽宜居城市建设成果。

一、文旅宿城——既有建筑功能品质提升

（一）政府引领形成示范效益。在全域旅游发展的契机下，

宿城街道积极探索历史遗存建筑的价值挖掘路径，通过委托国内

一流设计团队，对原乡政府所在地建筑升级改造，树立了“八间

房”民宿品牌。“八间房”民宿群紧邻街道主干道桃源路，提供

了就业岗位 40余个，现已形成全省著名的民宿聚落。在“八间

房”民宿群的带动下，一大批拥有较好房屋质量、院落环境且住

房有剩余的居民自发参与民宿发展，在街道的帮扶引导下，经过

几年的努力，先后形成枫林客栈、花石间、桃源 1989、阿敏农

家乐等民宿、农家乐共计 38家，形成 300个床位，村民就业有

了出路，赚钱有了新路。同时，设立农家乐服务中心（站），扶

持居民经营民宿，经营户最高年收入达 50万元，纯收入普遍达

到 8万元以上。在“八间房”民宿群的示范带动下，全民参与宿

城街道全域旅游共建氛围日益浓厚，构建了“自上而下带动，自

下而上参与”的街区开发保护利用新机制，形成了区级、街道、

居民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新格局，为我市民宿旅游发展提供了

“宿城经验”。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80%E4%BD%93%E5%8C%96%E8%90%A5%E9%94%80/7480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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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八间房”门楼改造前（左）后（右）对比图

图 3 居民利用自有住房建设民宿（施工现场）

图 4 居民自发建设的民宿现状

（二）机制创新促进民宿发展。成立连云区宿城街道农家乐

领导小组和宿城农家乡村酒店行业协会，出台了宿城街道农家乐

发展扶持政策，制定了《宿城街道特色农家乐项目标准》、《宿城

街道特色农家乐项目标准》、《宿城街道农家乐管理办法（暂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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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城街道农家乐行业制度》等政策举措。政府出资对利用自有

房屋进行标准化民宿改造的居民提供扶持资金，对经街道认定符

合条件的一星级农家乐，给予一次性补助 2000元/间；每递增 1

个星级，补助标准提高 500元/间。对新发展农家乐民宿经营户 6

户以上、床位在 30张以上，视情给予 3-5 万元的补助，用于相

关配套设施建设；鼓励组团到农家乐集中点休闲旅游，对单次组

团 10人以上、年组织游客 3000人次以上到农家乐集中点住宿休

闲旅游的机构和个人进行奖励，达到 3000人的奖励 3万元，每

增加 100人奖励资金增加 1000元，奖励总额不突破 5万元。

图 5 民宿发展相关文件汇总

二、便利宿城——旅游支撑设施不断完善

  宿城街道秉持全域旅游建设成果主客共享的理念，不断完善

旅游服务配套功能，提升市政基础设施品质，构建旅游配套与

市政基础设施互促共进的支撑体系，实现了居民生活空间与游

客休闲体验深度融合，形成“小规模、渐进式、微更新、可持

续”的文旅基础设施开发建设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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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坚持规划引领全域发展。为了推动美丽宜居宿城建设

水平，宿城街道聘请专家团队，对辖区用地类别、建设项目、产

业发展、居民配套、市政保障等进行了科学合理的规划，率先完

成了多规合一的国土空间利用规划（全区第一家完成，全市领

先），积极盘活存量土地 300余亩为下步重点项目建设做好依据

和支撑。积极对接云台山景区管委会，对景区范围用地进行修编，

挖掘打造一大批景源景点，进一步丰富宿城片区旅游文化和旅游

内涵。两个规划的编制对下一步系统性的建设发展好美丽宜居宿

城有积极的引导作用。

（二）打造主客共享服务平台。小镇客厅（新时代文明实践

所）位于保驾山路北、桃源西路南，包括综合实践中心 1个，党

建阵地、百姓会客厅、便民服务综合体等功能厅室 8个，多功能

报告厅 1个，展示厅 1个，以及产业孵化基地 1个。其中产业孵

化基地可提升产业孵化成功率，提供 50个就业岗位；百姓会客

厅增加室内文体活动空间，丰富居民文娱活动、促进群众文明进

步。

图 6 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及周边改造前（左）、现状（中）影像图及改造效果图（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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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建设完成的游客服务中心（左、中）及停车场大巴停车区（右）

（二）提升市政设施功能品质。完成主镇区 550户燃气管道

铺设通气并常态化使用，实现街道管道燃气全覆盖。铺设供水管

道 73公里，泵站 11个，高山区域及主镇区实现自来水通水。完

成东崖屋、桃源路、苹果园一条街电路入地改造。建成日处理量

1000吨的污水处理站及 55公里污水管网，污水接管率达 95%以

上。新建便民路灯 700余盏，便民道路约 1万米，彻底解决山民

出行难问题。

（三）塑造高效便捷交通系统。宿城街道先后完成了云宿路、

板宿路、保驾山路和 841隧道等一系列道路提升改造工程，全面

形成以炮台顶隧道（S73）高速入口、山南城区云宿路入口、山

北城区海滨大道 841隧道入口为快速通道，以保驾山路、环山路

为景区连接线，以游客中心生态停车场、保驾山路停车、万寿谷

停车场为集散节点的全域旅游交通架构。

三、绿满宿城——街区环境改善牢筑旅游品质

围绕居民生活环境改善，织补修复街道蓝绿空间，提升河道

水系生态涵养功能，系统实施街区增绿补景，精心营造小微空间

品质，全面提升整体空间品质，丰富旅游感官体验，通过更新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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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与整体区域相互串联，做成面向全体居民及游客的城市更新，

让居民游客更加感到方便、舒适和具有温度。

图 8 自来水（左）、燃气（右）管道施工现场

图 9 污水处理站改造前（左）后（右）对比图

（一）注重河道生态功能修复。完成 3.2公里南河整治清淤、

河底硬化、生态护坡及等配套工程，消除了整治前的黑臭水体，

河水变得清澈干净。同时，实施了 400米万寿涧综合整治工程，

打造生态景观蓝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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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注重绿地系统织补拓展。实施主镇区宅前屋后绿化体

系化建设，增补绿化空间，局部可用于居民养花种菜，既方便居

民生活，又美化整体环境。

（三）注重小微空间环境改善。对与居民生活紧密相关的农

贸市场进行改造，改变了过去脏乱差的购物环境，提升了整体卫

生环境水平，形成一道整洁靓丽的城镇风景线。

图 10 农贸市场改造前（左）后（右）对比图

四、富民宿城——机制创新放大旅游效益

创建富民服务平台，成立专业合作社，搭建电子商务平台，

利用宿城盛产云雾茶、葛粉等山产优势，建设宿城茶叶加工厂、

引进富民大食堂，实施“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管理模式，采

取统一购种、统一种植、统一防治、统一采摘、统一生产、统一

销售“六统一”方式，带动 400余户居民就业增收。

五、魅力宿城——节庆活动彰显旅游氛围

进一步彰显宿城魅力，积极举办多项民俗文化活动，已成功

举办采茶节·楸树花节、红叶节等年度民俗节庆活动，以及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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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宿城茶叶加工厂现状

江苏·最美体育山地自行车联赛等体育赛事。其中，2018 年采

茶节·楸树花节被中央电视台 7 频道播出报道；2019、2020 年

采茶节·楸树花节被中央 1套新闻报道及江苏新时空播出报道。

通过多元化民俗节庆活动，街道知名度和美誉度显著提升，宜居

宜业宜游特色文化品牌不断亮化。

图 12 楸树花节•采茶节（左）及宿城红叶地图（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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