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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宁夏回族自治区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
集聚区创建指南（试行）

（征求意见稿）

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是指以地域特色文化为核心，依

托一定的夜间景观环境，实施一体化夜间场景设计与打造，具有

丰富的文化旅游商业业态、特色文化符号和消费氛围，能够与区

域经济发展融合、具有较强辐射带动功能的综合产业集群空间。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自治区关于释放消费潜力、扩大消费的相

关要求，在全区推广和发展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形成一

批文旅商深度融合、业态产品丰富多样、基础设施配套完善、消

费环境和管理运营机制优、品牌和市场影响力大、文旅消费辐射

带动力强的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结合文化和旅游部要求

和我区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实际，制定宁夏回族自治区夜间文化

和旅游消费集聚区（以下简称“集聚区”）创建指南。

一、前置条件

（一）政治导向鲜明。集聚区创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落实

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形成诚信守法、文明有序、健康绿色的消

费环境，无传播封建迷信和庸俗、低俗、媚俗现象

（二）类型范围确定。集聚区类型为文化旅游业态集聚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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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间消费较为活跃的街区（含艺术街区、旅游休闲街区，剧场、

博物馆、美术馆、文化娱乐场所集聚地等）、文体商旅综合体、

旅游景区、文化产业园区等。集聚区范围四至明确,街区、旅游

景区、文化产业园区商业区域面积不超过 3 平方公里,文体商旅

综合体商业面积应不低于 1 万平方米。

（三）业态供给丰富。集聚区业态供给丰富，街区、文体商

旅综合体、文化产业园区商业区域内夜间营业商户中的文化类商

户数量或营业面积占比不低于 30%，旅游景区提供夜间游览服务

的天数较多，夜间营业的文化娱乐设施项目数量或游览面积占比

不低于 30%。夜间指 18：00 至次日 6：00。文化内涵不足的美食

街、购物街、传统商业综合体等不在申报范围内。

（四）创建主体明确。集聚区所在地的县（区）人民政府作

为申报主体，负责组织开展集聚区创建工作，统筹协调，整合相

关部门和社会力量，共同开展创建工作。县（区）文化和旅游主

管部门负责组织辖区内集聚区申报、管理、指导等工作。地市级

文化和旅游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地区集聚区的初审、推荐、业务

指导。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负责集聚区的命名、监管和考核工作。

（五）经营安全有序。近 3 年（营业不足 3 年的自营业之日

起）集聚区范围内文化和旅游企业、项目和设施未发生较大及以

上生产安全责任事故、食品安全责任事故、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责任事故。

二、申报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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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业态集聚度高。集聚区文化和旅游业态集聚，文化内

涵突出，产品和服务供给丰富，培育魅力夜游、时尚夜购、好味

美食、活力夜娱等消费业态，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人次及消费规

模较大。创新发展夜游、夜演、夜展、夜读、夜娱、夜食、夜购、

夜宿等业态，延伸文旅消费链条。打造夜间文旅项目，丰富文化

旅游内涵，有体现地域文化的夜游景观、夜间网红打卡点的夜景，

鼓励旅游景区推出夜间游览服务。打造沉浸式夜间演艺项目，常

态化开展驻场演艺活动。鼓励博物馆、美术馆、艺术馆等延长开

放时间，举办各类文化旅游创意产品设计成果展示、非遗互动展

演等活动，打造更多有体验的夜间文化场景。鼓励图书馆、实体

书店、城市书房、城市阅读岛等延长夜间开放时间，优化夜间文

化服务供给。谋划推出特色主题活动，丰富夜间娱乐项目，开展

3D 灯光秀、音乐节、啤酒节等活动。充分发掘本地区特色名小

吃、老字号餐饮等，推广多层次、多品种的夜间美食。鼓励商户

延长营业时间，设立文创产品和旅游商品专营店（示范店）、购

物潮地、潮玩夜市等，营造浓厚夜间文旅消费氛围，方便市民游

客夜间购物消费。引进品牌酒店、特色精品民宿等多元夜宿类型，

满足大众多样化消费需求。

（二）公共服务完善。集聚区夜间公共服务、照明、交通、

卫生、移动通信情况良好。设有夜间运营的公共服务中心或游客

服务中心，满足基本咨询等服务。有完善的照明系统，达到一定

夜景亮化美化效果。导览标识准确清晰，导览标识、路牌门牌设



- 4 -

计具有鲜明个性，与周边环境风貌协调统一。夜间交通网络畅达，

停车场及公共厕所、垃圾箱等卫生设施充足适需，4G/5G 覆盖率、

核心区域商户公共 WiFi 覆盖率高，支付方式多元便捷。提供在

线预订、实时信息推送等智慧服务，及时发布夜间文旅消费指南、

地图，经常性开展文明旅游志愿服务等活动，惠民便民举措灵活

多样，民众舒适感和满意度有效提升。

（三）品牌知名度较高。集聚区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较强的

吸引力，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活动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入驻商

户有一定的知名度，易形成集聚效应、品牌效应；在主要媒体和

平台宣传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活动，广泛推介夜间文旅消费项目

和品牌；在激发消费、公共服务、促进创业、诚信经营等方面获

得过自治区级以上相关荣誉；经营状况较好，景区年旅游人次、

年营业收入及盈利水平较高，街区、文体商旅综合体、自治区级

及以上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商业区域内文化类商户营业收入较高；

吸引文旅商户入驻、促进创业、吸纳就业成效明显，对当地文旅

产业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度高。

（四）市场秩序规范良好。集聚区管理和运营主体明确，有

健全完善的管理体制和运营机制。文化和旅游市场秩序良好，消

费环境诚信守法、文明有序、健康绿色，有多部门联动市场监管

机制。严厉打击违法违规经营行为，对夜间文艺演出、展览展示、

会展节庆活动等内容严格把关，消费者夜间消费维权便利。有完

善的夜间应急救援预案与常态化应急处理机制，有效预防安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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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食品安全等事故发生，确保夜间文旅

市场安全有序。集聚区近 3 年来在内容安全、生产安全、食品安

全、生态环境等方面没有出现较大违法违规问题。

（五）政策环境良好。集聚区所在地党委、政府重视发展夜

间文化和旅游经济，将夜间文旅消费项目纳入各类政策、规划等

重点任务；合理规划文化和旅游消费场所设施空间布局，推进包

容审慎监管，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引导市场主体创新夜间文化和

旅游消费业态；制定实施资金奖补等优惠政策，对集聚区予以重

点扶持，安排地方重大文旅活动、消费季活动等活动在集聚区夜

间进行，打造夜间文旅消费增长点；积极宣传推广地方文旅品牌、

征集发布旅游精品线路等活动，提升集聚区品牌度和影响力。

三、申报程序

（一）集聚区申报秉承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采取自愿

报名的方式进行。符合申报条件的均可申报。

（二）集聚区所在地的县（区）级人民政府按照创建指南开

展创建工作。创建单位对照创建指南经自检达标后向各市文化旅

游局提出初审申请。

（三）各市文化旅游局对辖区内集聚区创建工作进行初步审

核，确保集聚区“布局特色鲜明、业态集聚多元、公共服务完善、

市场秩序规范、品牌知名度高、政策环境良好”，并加强对集聚

区创建工作的指导。

（四）各市文化旅游局对所在地的集聚区创建单位组织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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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对满足自治区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认定标准的，形成

审核情况报告，并根据审核结果择优向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推荐

名单。

（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按照创建指南采取合规性审查、

专家评审等方式进行审核。集聚区评价指标总分 100 分，通过评

审需最低得分为 75 分（含）。达到 75 分（含）以上的，经厅务

会议审议通过后，向社会公示，公示结束无异议的，正式认定命

名为“宁夏回族自治区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

四、申报材料

（一）所在地市文化旅游局的推荐申请和审核报告。

（二）申报主体的申报材料：

1.自治区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申报表；

2.集聚区发展基本情况（3000 字以内）；

3.集聚区创建情况视频（时长 5-10 分钟，MP4 格式）

4.集聚区申报佐证材料（能够反映申报对象的基本情况、业

态分布、经营情况及取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未来发展规划和前

景等文字、图片、视频等，图片 JPG 格式、视频 MP4 格式）；

5.近三年来所获国家级和自治区级奖励、荣誉和扶持情况；

6.近三年来文化和旅游消费成效情况（包括集聚区年度营业

收入及增速、旅游人次及增速、人均消费水平及增速、文化产业

和旅游产业税收贡献及增速、文化和旅游产业从业人员占比及增

速等）。



- 7 -

（三）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要求的其他材料。

五、管理与支持

（一）集聚区实行动态管理，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根据市场

发展情况，对集聚区每两年进行一次复核，复核合格的继续保留

命名。复核不合格的，或出现重大违法违规、安全事故和群体性

事件的，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按照相关规定取消命名。

（二）集聚区申报主体应建立统计制度，定期向自治区文化

和旅游厅报送集聚区统计数据和运行情况。内容主要包括：文化

旅游消费基本项目、经济、客流情况，服务、保障、机制、安全

运行情况，主要经验和存在问题等。

（三）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将按自治区政府有关部门规定，

在政策、资金、人才培养等方面对已命名的集聚区给予支持。

（四）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优先支持在集聚区举办自治区级

各类文化旅游活动。优先将集聚区符合条件的项目纳入自治区文

化和旅游投融资优选项目库，在项目推介、投融资等方面给予重

点支持和服务。

（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将优先推荐集聚区申报国家级夜

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

六、本指南由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负责解释，自公

布之日起 30 日后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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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宁夏回族自治区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评价指标（试行）
（征求意见稿）

序

号

评价指标

分值 评定标准 评定说明
备

注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1

前置

条件

政治

导向

鲜明

一票

否决

集聚区创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落实

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形成诚信守法、文明有序、

健康绿色的消费环境，无传播封建迷信和庸俗、低

俗、媚俗现象

集聚区申报主体未有效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或未有效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

制，举办的活动、提供产品或服务、宣传言论

等方面出现严重政治导向、价值取向和舆论方

向错误，或出现损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行

为，一票否决。

2

类型

范围

确定

一票

否决

集聚区类型为文化旅游业态集聚度高、夜间消费较

为活跃的街区、文体商旅综合体、旅游景区、文化

产业园区等。四至范围明确，街区、旅游景区、文

化产业园区商业区域面积不超过 3平方公里，文体

商旅综合体商业面积应不低于 1万平方米。

集聚区类型或四至范围不明确、面积不达标,

一票否决。

3

业态

供给

丰富

一票

否决

集聚区业态供给丰富，街区、文体商旅综合体、文

化产业园区商业区域内夜间营业商户中的文化类商

户数量或营业面积占比不低于 30%，旅游景区提供

夜间游览服务的天数较多，夜间营业的文化娱乐设

施项目数量或游览面积占比不低于 30%。

集聚区内夜间营业的文化类商户（文化娱乐设

施）数量或营业（游览）面积占比低于 30%，

一票否决。

4

创建

主体

明确

一票

否决

集聚区所在地的县（区）人民政府作为申报主体，

负责组织开展集聚区创建工作。
集聚区创建主体不明确，一票否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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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评价指标

分值 评定标准 评定说明
备

注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5

经营

安全

有序

一票

否决

近 3年（营业不足 3年的自营业之日起）集聚区范

围内文化和旅游企业、项目和设施未发生较大及以

上生产安全责任事故、食品安全责任事故、环境污

染和生态破坏责任事故。

近 3年内，集聚区内文化和旅游企业、项目和

设施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责任事故、食品

安全责任事故、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事故

的，一票否决。

6

基本

条件

（12

分）

所属

类型
1分

集聚区类型为文化旅游业态集聚度高、夜间消费较

为活跃的街区、文体商旅综合体、旅游景区、文化

产业园区等，且在正常运营状态。

集聚区类型明确，且在正常运营状态，得 1分。

7
四至

范围
2分

集聚区范围四至明确，街区、旅游景区、文化产业

园区商业区域面积不超过 3平方公里，文体商旅综

合体商业面积应不低于 1万平方米。

集聚区四至范围明确，得 1分。街区、旅游景

区、文化产业园区商业区域面积不超过 3平方

公里或文体商旅综合体商业面积应不低于 1

万平方米，得 1分。提供区位图、四至范围图

及相关佐证材料。

8
申报

主体
1分 集聚区申报主体为所在地的县（区）人民政府。 集聚区申报主体明确得 1分。

9
文旅

资源
8分

集聚区业态供给丰富，街区、文体商旅综合体、文

化产业园区商业区域内夜间营业商户中的文化类商

户数量或营业面积占比不低于 30%，旅游景区提供

夜间游览服务的天数较多，夜间营业的文化娱乐设

施项目数量或游览面积占比不低于 30%。

夜间营业的文化类商户（文化娱乐设施）数量

或营业（游览）面积占比 30%—35%得 4 分，

占比 35%—40%得 6 分，占比 40%以上得 8分。

提供集聚区入驻经营单位名单和经营面积等

佐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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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评价指标

分值 评定标准 评定说明
备

注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10

业态

集聚

度高

（27

分）

业态

多元
3分

集聚区文化和旅游业态集聚，文化内涵突出，产品

和服务供给丰富，培育魅力夜游、时尚夜购、好味

美食、活力夜娱等消费业态，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

人次及消费规模较大。

提供近两年夜间文化旅游消费人次及人均消

费水平定量数据，得 1分。文化旅游消费人次

及人均消费水平增幅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得0.5

分，最高得分不超过 2分。

11 夜游 4分

打造夜间文旅项目，有体现地域文化的夜游景观、

夜间网红打卡点的夜景，鼓励旅游景区推出夜间游

览服务。

每有 1项得 2分，最高不超过 4分。提供业态

说明列表和相关佐证材料。

12 夜演 4分
打造沉浸式夜间演艺项目，常态化开展驻场演艺活

动。

有沉浸式夜间演艺项目 1项得 4分，有常态化

驻场演艺每 1项得 0.5 份,最高不超过 4 分。

提供业态说明列表和相关佐证材料。

13 夜展 2分

鼓励博物馆、美术馆、艺术馆等延时开放时间，举

办各类文化旅游创意产品设计成果展示、非遗互动

展演等活动，打造更多有体验的夜间文化场景。

每有 1项得 0.5 分，最高不超过 2分。提供业

态说明列表和相关佐证材料。

14 夜读 2分
鼓励图书馆、实体书店、城市书房、城市阅读岛等

延长夜间开放时间，优化夜间文化服务供给。

每有 1项得 0.5 分，最高不超过 2分。提供业

态说明列表和相关佐证材料。

15 夜娱 4分
谋划推出特色主题活动，丰富夜间娱乐项目，开展

3D 灯光秀、音乐节、啤酒节等活动。

每有 1项得 1分，最高不超过 4分。提供业态

说明列表和相关佐证材料。

16 夜食 2分
充分发掘本地区特色名小吃、老字号餐饮等，推广

多层次、多品种的夜间美食。

每有 1项得 0.5 分，最高不超过 2分。提供业

态说明列表和相关佐证材料。

17 夜购 4分

设立文创产品和旅游商品专营店（示范店）、购物潮

地、潮玩夜市等，营造浓厚夜间文旅消费氛围，方

便市民游客夜间购物消费。

每有 1项得 1分，最高不超过 4分。提供相关

佐证资料。

18 夜宿 2分
引进品牌酒店、特色精品民宿等多元夜宿类型，满

足大众多样化消费需求。

每有 1项得 0.5 分，最高不超过 2分。提供业

态说明列表和相关佐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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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评价指标

分值 评定标准 评定说明
备

注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19

公共

服务

完善

（16

分）

服务

中心
2分

设有夜间运营的公共服务中心或游客服务中心，满

足基本咨询等服务。

集聚区内有夜间运营的公共服务中心或游客

服务中心得 2分。提供相关佐证资料。

20
亮化

美化
2分

集聚区有完善的照明系统，达到一定夜景亮化美化

效果。

集聚区有完善的照明系统，有一定的亮化美化

工程得 2分。提供相关佐证资料。

21
导览

标识
2分

导览标识准确清晰，导览标识、路牌门牌设计具有

鲜明个性，与周边环境风貌协调统一。

导览标识准确清晰，导览标识、路牌门牌设计

具有鲜明个性，与周边环境风貌协调统一得 2

分。提供相关佐证资料。

22
基础

设施
8分

夜间交通网络畅达，停车场及公共厕所、垃圾箱等

卫生设施充足适需，4G/5G 覆盖率、核心区域商户

公共 WiFi 覆盖率高，支付方式多元便捷。

夜间通往集聚区的公共交通便利，且运营时间

适当延长得 2分。集聚区内或周边设有满足消

费者夜间停车需求的停车场或停车位得 2分。

集聚区设有公共厕所且干净整洁、管理规范得

2分。集聚区内通信信号畅通，核心区域商户

公共 WiFi 覆盖率达到 80%以上得 1 分，集聚

区内商户支付方式多元便捷得 1分。提供提供

相关佐证资料。

23
便民

服务
2分

提供在线预订、实时信息推送等智慧服务，及时发

布夜间文旅消费指南、地图，经常性开展文明旅游

志愿服务等活动，惠民便民举措灵活多样，民众舒

适感和满意度有效提升。

集聚区开展在线预定、实时信息推送等智慧服

务得 1分。经常性开展文明旅游志愿服务等活

动得 1分。提供相关佐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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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评价指标

分值 评定标准 评定说明
备

注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24

品牌

知名

度高

（20

分）

品牌

吸引
4分

集聚区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较强的吸引力，夜间文

化和旅游消费活动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入驻商户

有一定知名度，易形成集聚效应、品牌效应。

集聚区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较强的吸引力，夜

间文化和旅游消费活动形式多样、内容丰富，

得 2分。入驻商户有一定知名度，易形成集聚

效应、品牌效，得 2分。提供相关佐证资料。

25
宣传

营销
2分

集聚区在主要媒体和平台宣传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

活动，广泛推介夜间文旅消费项目和品牌。

集聚区在主要媒体和平台宣传夜间文化和旅

游消费活动，广泛推介夜间文旅消费项目和品

牌得 2分。提供相关佐证资料。

26
品牌

突出
5分

在激发消费、公共服务、促进创业、诚信经营等方

面获得过自治区级以上相关荣誉。

在激发消费、公共服务、促进创业、诚信经营

等方面获得国家级荣誉每项得 2分、自治区级

荣誉每项得 1分，最高得分不超过 5分。提供

相关文件和佐证资料。

27
消费

水平
5分

集聚区经营状况较好，景区年旅游人次、年营业收

入及盈利水平较高，街区、文体商旅综合体、自治

区级及以上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商业区域内文化类商

户营业收入较高。

提供近两年旅游人次及营业收入（文化类商户

年营业收入）定量数据，得 2分。旅游人次及

营业收入（文化类商户年营业收入）增幅每增

加一个百分点得 1分，最高得分不超过 3分。

28
社会

效益
4分

集聚区吸引文旅商户入驻、促进创业、吸纳就业成

效明显，对当地文旅产业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贡献

度高。

提供近两年文化和旅游产业从业人员占比及

增速定量数据，得 1分。集聚区吸引文旅商户

入驻、促进创业、吸纳就业成效明显，对当地

文旅产业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度高得 3

分，提供相关佐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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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评价指标

分值 评定标准 评定说明
备

注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29

市场

秩序

规范

（10

分）

市场

管理
2分

集聚区管理和运营主体明确，有健全完善的管理体

制和运营机制。

集聚区有专门的管理和运营主体，有健全完善

的管理体制和运营机制得 2分。

30
市场

秩序
3分

文化和旅游市场秩序良好，消费环境诚信守法、文

明有序、健康绿色，有多部门联动市场监管机制。

严厉打击违法违规经营行为，对夜间文艺演出、展

览展示、会展节庆活动等内容严格把关，消费者夜

间消费维权便利。

集聚区消费环境诚信守法、文明有序、健康绿

色，有多部门联动市场监管机制得 1分。严厉

打击违法违规经营行为，对夜间文艺演出、展

览展示、会展节庆活动等内容严格把关，消费

者夜间消费维权便利得 2分。提供相关佐证资

料。

31
应急

处置
2分

集聚区有完善的夜间应急救援预案与常态化应急处

理机制，有效预防安全生产、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食品安全等事故发生，确保夜间文旅市场安全有序。

集聚区有完善的夜间应急救援预案与常态化

应急处理机制得 2分，提供相关佐证资料。

32
安全

生产
3分

集聚区近 3年来在内容安全、生产安全、食品安全、

生态环境等方面没有出现较大违法违规问题。

集聚区近 3年来在内容安全、生产安全、食品

安全、生态环境等方面没有出现较大违法违规

问题得 3分。提供相关佐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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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指标

分值 评定标准 评定说明
备

注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33

政策

环境

良好

（10

分）

地方

支持
2分

集聚区所在地党委、政府重视发展夜间文化和旅游

经济，将夜间文旅消费项目纳入各类政策、规划等

重点任务。

集聚区所在地党委、政府重视发展夜间文化和

旅游经济，将夜间文旅消费项目纳入各类政

策、规划等重点任务得 2分。提供文件和相关

佐证材料。

34
营商

环境
2分

集聚区所在地政府合理规划文化和旅游消费场所设

施空间布局，推进包容审慎监管，营造良好营商环

境，引导市场主体创新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业态。

集聚区所在地政府对集聚区内新业态、新商业

模式等实施包容审慎监管，营造良好营商环境

得 2分。提供相关佐证资料。

35
政策

支持
4分

集聚区所在地政府制定实施资金奖补等优惠政策，

对集聚区予以重点扶持，安排地方重大文旅活动、

消费季活动等活动在集聚区夜间进行，打造夜间文

旅消费增长点。

集聚区所在地政府制定实施资金奖补等优惠

政策，对集聚区予以重点扶持得 2分。夜间举

办地方重大文旅活动、消费季活动等，每有 1

项得 1分，最高不超过 2分。提供相关佐证资

料。

36
部门

支持
2分

集聚区所在地文旅部门积极宣传推广地方文旅品

牌、征集发布旅游精品线路等活动，提升集聚区品

牌度和影响力。

集聚区所在地文旅部门积极宣传推广地方文

旅品牌、征集发布旅游精品线路等活动对集聚

区宣传推广得 2分。提供相关佐证资料。

37
申报

材料

完整

（5

分）

文字

资料
1分

申报材料必须真实完整，佐证说明材料数据和图表

清楚，能充分说明工作绩效。

申报材料必须真实完整，佐证说明材料数据和

图表清楚，能充分体现集聚区情况，得 1分。

38
图片

资料
1分

图片清晰度高、能充分展示集聚区的优势资源、良

好营业情况、高业态集聚度与文化内涵。

图片清晰度高、能充分展示集聚区的优势资

源、良好营业情况、多业态集聚度与文化内涵，

得 1分。

39
视频

资料
3分

视频清晰度高、视角丰富，在内容层面有全面的展

示与说服力。

视频清晰度高、视角丰富，在内容层面有全面

的展示与说服力得 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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