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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文化与旅游相得益彰的全域旅游  助推经济转型发展

蔡中为

摘   要 ：文旅结合的全域旅游，有利于改善游客的休闲体验与文化修养，提升旅游综合效益。可通

过构建交通、商业、文体等硬基础设施平台，提高政府全方位服务效能水平，加强政府引导与市场运作

相结合，突出自身发展特色等措施打造文化与旅游相得益彰的全域旅游，助推经济转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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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展文旅结合的全

域旅游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

要性

（一）发展文旅结合的全域

旅游是对多种旅游资源构成要素

的综合检验

随 着 大 众 收 入 水 平 的 提

升，我国旅游消费市场已从单点

或散点旅游景区消费逐渐向旅游

景区所在的城市或更广区域辐射

扩张。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

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对旅游资源

需求的增加促进旅游资源更多挖

掘自身文化内涵，以满足人们对

旅游资源的全方位需求。文旅结

合的全域旅游是对包括交通、餐

饮、商业、住宿、文娱等多种旅

游资源构成要素的综合检验。国

务院印发的《关于促进全域旅游

发展的指导意见》把全域旅游概

念提到重要位置。促进全域旅

游，目的就是整合与利用我国广

大国土面积上的丰富的旅游资

源，充分发挥其服务经济社会转

型的重要作用。

（二）增进旅游的综合效

益，提升人的休闲体验与精神道

德品质

《2018 年政府工作报告》提

出降低景区门票价格，就是要在

发展旅游经济的过程中，做到社

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结合，增进

旅游综合收益。在全域旅游时

代，要着力推动旅游业从门票经

济向产业经济转变，从粗放低效

方式向精细高效方式转变，从封

闭的旅游自循环向开放的“旅游

+”转变，从企业单打独享向社

会共建共享转变，从景区内部管

理向全面依法治理转变，从部门

行为向政府统筹推进转变，从单

一景点景区建设向综合目的地服

务转变。要完善提升旅游综合服

务水平，使全域旅游成为拉动城

市转型发展的重要引擎。

文旅结合的全域旅游就是

在发挥景区改善游客的休闲体验

功能的基础上，通过文化的潜移

默化的作用，让文化的力量促进

旅游业升级发展，提升文化的影

响力、感召力，每个地区的文化

旅游景观都要讲好自身的故事，

传承好自身优秀传统文化，实现

文化景观的旅游功能提升与旅游

资源的文化塑造相结合，促进经

济发展与社会文化和谐进步相统

一，有利于提高大众文化道德素

养。

（三）打造文旅结合的全域

旅游，促进城市转型与乡村振兴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全

域旅游，核心在于打造或着重反

映具有地区文化特色的旅游资源

产品。通过文化与旅游的融合，

可以促进旅游资源产品创新升

级，推进城市转型发展与乡村振

兴。

全域旅游时代对城市全方

位构成要素的考察，给城市综合

发展带来了机遇，也给城市补足

短板提供了契机，这将有助于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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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城市经济转型。发展全域旅

游，重在深入挖掘旅游的地方文

化特色。各地更需深度挖掘自身

旅游景观不可替代的文化性，这

是一个地区促进旅游事业健康、

长远、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

旅游作为第三产业中的重要组成

部分，对城市提升旅游综合效

益、打造城市发展软硬环境、促

进城市宜居宜商都具有重要作

用。旅游业日益成为城市经济的

重要增长点之一，也是促进乡村

振兴的一个重要抓手。乡村旅游

是全域旅游时代的重要组成部

分，通过大力发展乡村旅游能够

促进乡村全产业经济结构优化，

推进旅游扶贫和旅游富民，健全

完善“景区带村、能人带户”的

旅游扶贫模式。通过民宿改造提

升、安排就业、定点采购、输送

客源、培训指导以及建立农副土

特产品销售区、乡村旅游后备箱

基地等方式，增加贫困村集体收

入和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人均收

入。改造提升偏远农村的综合基

础设施水平，促进乡村经济社会

健康、可持续发展。

二、打造具有文化气息

的全域旅游的政策措施

（一）构建交通、商业、文

体等硬基础设施平台，提升旅游

资源发展质量

打造具有文化气息的全域

旅游，需要构建便捷的交通网络

及配套的商业与文体等硬基础设

施。我国的高速公路、高铁、航

空等便捷的交通主干网络已经基

本建立，但在全国范围内，省一

级内部的高铁、高速公路连通网

还未完全形成。从旅游与经济发

展规律来看，吸引本省或相邻近

省份的中短途客流群体是提升旅

游客流量的首要目标，而其潜在

目标是吸引依靠航空等远途客

流。我国很多省区还需要进一步

完善重要景区的对外交通通达

性。一些离景区较远的主要城

市，其商业购物、住宿休闲、文

体娱乐等基础配套设施还有待于

进一步健全，主要景区客流集散

地与景区核心间公共交通便捷性

还需提升，以更好应对未来中短

途高铁游带来的较庞大的客流群

体。

对于城市游来说，便捷的

交通网络是其吸引潜在旅游人口

的重要优势之一。城市游的目标

客户群既包括本地人口，也包括

外来的旅游人口，所以城市内打

造主要旅游景观与公共交通、商

业文体设施的配套尤为重要。城

市内应该有便捷的公共交通来往

于主要景区之间，主要旅游景区

周边都需配套布局有较丰富的商

业文娱住宿设施，吸引旅游者更

长时间在景区停留，促进城市深

度游。通过打造交通、商业、文

体等硬基础设施，为发展全域旅

游提供一流基础设施平台，促进

综合旅游质量的提升。

在全域旅游时代，要充分

利用旅游客流的集聚效应，最大

化挖掘城市或旅游景区旅游资源

发展潜力，在巩固提升原有的主

要旅游景区资源的基础上，向更

广、更宽领域延伸。通过科学利

用传统村落、文物遗迹及博物

馆、纪念馆、美术馆、艺术馆、

世界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展示馆等文化场所开展文化、文

物旅游，推动剧场、演艺、游

乐、动漫等产业与旅游业融合开

展文化体验旅游。加快开发高端

医疗、中医药特色、康复疗养、

休闲养生等健康旅游。大力发展

冰雪运动、山地户外运动、水上

运动、汽车摩托车运动、航空运

动、健身气功养生等体育旅游，

将城市大型商场、有条件景区、

开发区闲置空间、体育场馆、运

动休闲特色小镇、连片美丽乡村

打造成体育旅游综合体。积极发

展邮轮游艇旅游、低空旅游。开

发建设生态旅游区、天然氧吧、

地质公园、矿山公园、气象公园

以及山地旅游、海洋海岛旅游等

产品，大力开发避暑避寒旅游产

品，推动建设一批避暑避寒度假

目的地。

全域旅游时代，要通过提

升完善交通、商业、文体等旅游

全要素发展水平，不断延伸旅游

产业链，增进旅游产业丰厚度，

提升旅游经济发展质量，发挥其

促进经济向高质量发展的作用。

（二）提高政府全方位服务

效能水平，促进旅游管理等软基

础设施服务能力提升

政府在打造交通、商业、



60

产经 INDUSTRY北方经济

文体等硬基础设施平台的同时，

应大力提高全方位服务效能，促

进旅游管理软基础设施服务能力

提升。政府对旅游资源的软基础

设施管理表现为进行城市旅游形

象广告的宣传、对旅游大数据资

源的分析与评估、对旅游质量的

反馈意见处理等。

城市旅游形象广告对于在

全域旅游时代宣介推广城市，促

进城市旅游发展，具有重要作

用。如何在数量众多的旅游城市

的竞争中，更好吸引潜在旅游客

流，核心是在打造一流硬基础设

施水平基础上，突出文化的地域

特色，也就是深度挖掘具有自身

特色的旅游文化。旅游文化的挖

掘与培育需要时间，它基于历史

事实，应该方便记忆与传播。旅

游景区的宣传需要建立完善景区

网站，并与城市重要网站联网、

在全国主要媒体上宣传推介、在

城市重要节点区域及流动交通工

具上进行宣传等。政府各相关部

门也应协调联动，形成常态化工

作机制，科学引导旅游景区内景

点、饭店宾馆、大型商贸企业等

旅游多方位参与主体提升宣传推

广水平，从多视角深入挖掘和展

示地区特色，做好商贸活动、科

技产业、文化节庆、体育赛事、

特色企业、知名院校、城乡社

区、乡风民俗、优良生态等旅游

宣传推介，提升旅游整体吸引力。

在大数据时代，对旅游客

流全方位分析至关重要，通过对

潜在旅游客流流向与偏好进行分

析预测，掌握客流量波动的原因。

对旅游质量反馈意见的处

理也是旅游景区管理的重要方

面，应通过横向与纵向对比，查

缺补漏，以更好提升旅游整体质

量。

（三）政府引导与市场运作

相结合，突出自身发展特色

在全域旅游时代，打造蕴

含地区文化内涵与特色的旅游资

源是推动旅游业向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抓手。在打造具有文化气息

的全域旅游方面，各地政府需要

遵从市场规律，实现政府引导与

市场运作相结合，突出自身发展

特色，以更多赢得旅游发展市

场。突出自身发展特色重点在于

因地制宜，也就是在基于本地区

位条件、地区发展特色的基础

上，挖掘能够反映本地文化特征

的、较难复制的自然资源景观和

独特的人文景观，突出宣传旅游

资源的文化特征，使其成为城市

或景区发展全方位旅游的重要资

源，让旅游者因其文化的特殊性

而增加旅游频次，实现旅游的社

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以服

务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在 开 发 旅 游 资 源 的 过 程

中，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保护优

先，合理有序开发，防止破坏环

境，摒弃盲目开发，实现经济效

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相互促

进、共同提升。城市工业遗产要

做到保护与开发并重，有较大保

存价值的工业园区、工业展示

区、工业历史遗迹等可以开发为

工业遗产公园，用于开展工业旅

游，发展旅游用品、户外休闲用

品和旅游装备制造业，丰富城市

旅游资源，增加市民休闲场所。

各地要突出目标和问题导

向，努力破除制约旅游发展的瓶

颈与障碍，不断完善全域旅游发

展的体制机制、政策措施、产业

体系。推进全域统筹规划、全域

合理布局、全域服务提升、全域

系统营销，构建良好自然生态环

境、人文社会环境和放心旅游消

费环境，实现全域宜居宜业宜

游，进一步推动文旅结合的全域

旅游向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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