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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川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剑政办发〔2020〕28号   
 

剑川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印发《关于推进剑川木雕艺术小镇夜经济发展
试点的 11 条措施（试行）》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级国家行政机关各委办局（司行社）： 

《关于推进剑川木雕艺术小镇夜经济发展试点的 11 条措施

（试行）》已经十二届县委常委会第 133 次会议和县十七届人民

政府第 52 次常务会议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贯

彻执行。 

 

 

                              2020年 8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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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推进剑川木雕艺术小镇夜经济发展 
试点的 11 条措施（试行） 

 

为进一步营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良好氛围，加快推进剑

川木雕艺术小镇“夜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消费转型升级，推

动全县特色小镇建设和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现制定以下措施： 

一、优化布局公共交通线路。适时开通县城至木雕艺术小镇

的公交路线或农村客运专线，周末和节假日，公交车和农村客运

车辆运营时间根据实际情况延长。完善相关交通标牌标识，适当

增加木雕艺术小镇部分道路限时停放车位，合理划分机动车、非

机动车停放区域。夜间停车收费不高于白天标准。（牵头单位：

县交通运输局；责任单位：县发展改革局、县公安局交警大队） 

二、合理规划空间布局。按照木雕艺术小镇的功能定位和空

间布局，合理划定小镇住宿、餐饮、特色美食、特色购物、休闲

娱乐等“夜经济”的主要街道、主要区域。在合适的公共区域，

划定“地摊经济”的主要空间，按照“特色、规范、品质”的要

求，鼓励个体户及其他居民在划定范围内规范摆摊经营，要求自

带垃圾收集装置，做到垃圾不落地。（牵头单位：县工业园区管

委会；责任单位：县市场监管局、县城管局、甸南镇人民政府） 

三、推进小镇亮化工程。展示剑川白族文化、木雕文化元素，

推进木雕艺术小镇主要道路、主要街道、主要建筑、广场、公园

的亮化工程，在重点区域设计创意灯光作品，为木雕艺术小镇“夜

经济”营造绚丽多彩的民族文化氛围。（牵头单位：县住房城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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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局；责任单位：县文化和旅游局、大理剑川供电局、甸南镇

人民政府） 

四、打造主题活动品牌。鼓励支持企业或部门积极开展夜间

摄影大赛、白曲大赛、美食大赛、创意设计大赛、木雕作品展、

民俗表演、小镇论坛等各类旅游、商业、文化、体育、美食、娱

乐等主题活动；允许企业及商户利用公共空间举办促销、文化娱

乐、展示展览及各种宣传推广活动，推出一批富有剑川文化特色、

深受游客和民众喜爱的“夜经济”主题活动品牌。（牵头单位：

县商务局；责任单位：县旅游委、县文化和旅游局、县文联、县

市场监管局、县城管局） 

五、打造特色“打卡点”。突出剑川白族文化特色，着力打

造推出小镇“夜游”“夜购”“夜娱”“夜宴”“夜演”“夜读”等

活动，满足不同消费群体游览、购物、美食、娱乐、休闲等夜间

消费的特色“打卡点”。（牵头单位：县商务局；责任单位：县旅

游委、县文化和旅游局、县市场监管局、县文联） 

六、开展名企名店名品评选。根据文化特色、营业收入、消

费者评价及对外影响力等情况和指标，按季度、年度分别评选出

木雕艺术小镇购物、住宿、美食、休闲、娱乐等“夜经济”特色

名企、名店、名品，打造木雕艺术小镇“夜经济”品牌。（牵头

单位：县商务局；责任单位：各成员单位） 

七、优化营商环境。坚持鼓励发展与有效监管相结合的原则，

在法律法规允许范围内降低“夜经济”经营主体准入门槛。对新

业态、新入驻的商户做到非禁即入，允许夜间临时摆摊经营，实



 

 — 4 —       

行包容审慎监管。支持小镇管理运营机构统筹使用各类政府奖励

及补贴资金、活动举办收益等资金；在安全许可范围内，简化大

型活动审批程序，提供安全服务保障。针对小镇“夜经济”重点

区域、重点活动制定安全保障方案、预案，加强夜间治安管理。

（牵头单位：县发展改革局；责任单位：县财政局、县市场监管

局、县城管局、县公安局、甸南镇人民政府） 

八、鼓励延长营业时间。鼓励小镇“夜经济”主要区域的各

类商户、街区延长夜间营业时间，根据实际情况可延长至次日凌

晨 1-3点；对于规模企业、限上商贸企业及其他特色商户，可以

适当给予水电费等补贴，支持举办促进消费各类促销活动。（牵

头单位：县商务局；责任单位：县发展改革局、县文化和旅游局、

县财政局、大理剑川供电局） 

九、强化宣传推介。编制小镇夜间消费指南，推进线上线下

互动，便利夜间消费。精心制作小镇“夜经济”宣传册、宣传视

频，加强对小镇“夜经济”重点区域、主要商户、特色“打卡点”

多渠道多形式宣传推介，吸引更多的消费群体。（牵头单位：县

商务局；责任单位：县委宣传部、县文化和旅游局） 

十、加大专项资金支持。县财政每年安排专项资金推进小镇

“夜经济”高质量发展，重点用于支持“夜经济”和特色商业街

区设施改造、宣传推介、公共服务、活动举办、业态引进、品牌

打造、示范奖励等“夜经济”建设活动。对新入驻经营的企业、

个体户可参照《剑川木雕艺术小镇白族院落区木雕体验店入驻经

营招商扶持办法》给予招商政策扶持。（牵头单位：县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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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单位：县市场监管局、县人社局、县工商联、团县委、县妇

联、县人行、县农村信用联社、县农行、县富滇银行） 

十一、建立工作机制。由县人民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分管

领导任副组长，县级各相关单位负责人为成员，成立木雕艺术小

镇“夜经济”发展试点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统筹组织推进小镇“夜

经济”试点的各项活动，协调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问题，落实

小镇“夜经济”建设各项政策措施。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县商

务局，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按照各自职责分别制定相应工作方案

并开展工作。（牵头单位：县商务局；责任单位：各成员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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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县委各部委，县人大办，县政协办，县纪委监委，县法院，县

检察院，县人武部。   

剑川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 8月 26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