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双晒”：晒出“诗与远方”澎湃动力
——全国专家学者点评重庆区县“晒旅游精品·晒文创产品”大型文旅推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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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双晒’活动，遵循了对外传播规律、新兴媒体
发展规律和经济发展规律，不仅是讲好重庆故事的生动
实践，也牵住了‘流量经济’的牛鼻子。”四川大学新闻传
播研究所研究员、全域文旅“日常生活空间生产七层结
构模型”首创者李宜篷称。

他认为，从景点游到全域游、从观光游到体验游、从
粗放型到集约型，当前我国文旅目的地打造已经进入练内

功阶段。规模化的线上数据流量与线下游客流量、独具魅力

的异质化生活方式、优质的产业化转换能力、可持续发展的新经
济范式，是文旅目的地建设的切实路径，其中“体验+场景”是下
一个风口。

所谓“体验+场景”，是指通过全域式、场景化、供需双方价值
共创的交互体验，使游客在“身临其境”中获得“意想不到”的愉
悦过程。其中，体验强调以游客为本的切身感受，只有将游客真
正融入进游程中，游客才不会对旅游产品产生疲惫感，进而产生
更强的情感联结；场景强调以文化为核心的日常生活方式，为游

客营造一个囊括了“听觉、视觉、嗅觉、味觉、触觉”等多元立体感
知的日常生活空间，让游客对目的地产生强烈的印象与深刻的
记忆，进而激发其多次体验的消费冲动，并由此形成独一无二的
竞争力。

本次重庆“双晒”的“区县文旅精品荟”“区长县长晒精品”
“文旅精品90秒”“区长县长‘双晒’直播”和“云上文旅馆”5个作
品，各有侧重，各有特点，共同奏响区县“旅游精品”与“文创产
品”的交响乐，立体化地展示了重庆“山水之城”的“颜值”与“气
质”，并精心构建对外传播的话语体系，以文、图、影、音、书、画、
直播等形式进行全媒体传播，整体语言体系生动形象，有画面、
有现场、有温度，建构起了自成一派的生活美学，更创新出了具
有较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流量经济发展范式，用“文创IP”创新
激活了消费变量。

四川大学新闻传播研究所研究员李宜篷：

用“文创 IP”激活了消费变量

□本报记者 韩毅

繁荣文化事业、复苏旅游经济、助力脱贫攻坚、拥抱“数字文
旅”……近日，备受瞩目的重庆区县“晒旅游精品·晒文创产品”大型
文旅推介活动（以下简称“双晒”活动）圆满收官。

4个月时间，全市区县轮流上场，精心策划，高位推动，让旅游产
品“美”起来、文化品牌“亮”起来、文创产业“活”起来。

整个活动全媒体传播受众超过37亿人次、国际媒体曝光量超
900万人次，直接实现文旅消费上亿元，被央媒誉为“为中国文旅产
业复苏‘打了个样’”。

重庆“双晒”蕴藏了哪些创新价值?重庆如何利用“双晒”带来的
凝心聚力效果，增添高质量发展的动能？连日来，重庆日报记者专访
了国内多位专家、行业精英，看看他们怎样看待重庆“双晒”释放的澎
湃动力。

“重庆举办如此高规格的文旅推介活动，充分展示出了
最具竞争力的自然风光，提炼出了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
号，讲好了最具吸引力的特色故事，走出了最具前瞻性的
发展路径，更让文旅商品具有了‘人品’。”北京大学艺术
学院教授、北京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向勇称。

当前，我国正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
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新基建是新的驱动力，
这个驱动力除了经济价值之外，还有文化价值、审美价

值，这就要求供给侧要让“商品”具有“人品”。
以前的经济社会发展关注的是物的生产效能，主要模式

是物质经济和时间经济。现在变成以人的生命体验、生命感知，
以文化力为核心的新经济。这种新经济有两个范式，一个是符
号经济，一个是场景经济。重庆“双晒”IP至少体现了场景经济
的三重特征：多业共享的价值观，全社会参与、全行业互动；多元
叙事的故事性，将巴山渝水千百年来的历史文化都讲述出来，且
表达手段多种；通感场域的体验性，视觉、听觉、味觉、触觉、嗅觉
都能得到独特的感知体验。

向勇认为，文化和旅游同气连枝、融合共生，要以故事作驱
动力，将文化以数字形式在旅游场景中向游客表达。这就要求
行业主管部门、企业要加强数据领导力，具体表现为“新4P”管

理：Property，指数据资产、文化产权、文创IP，其中文创IP不同
于文化IP，它本身是一个共享的资源，一个公共版权，大家都可
以开发；Platform，指平台，主要功能是连接、赋能、共享；Part-
ner，指合作，大家要形成一个共享价值观，形成命运共同体；
Power，是一种影响力、辐射力。

“重庆‘双晒’为我们重塑了一种新文旅的生态思维，赋能、连
接、共生，也是一次创意旅游的生动实践。”他称，创意旅游，是一种
可持续的新型旅游形态，是文化和旅游融合的创新产物，旅游者
在旅游过程中积极参与地方文化，包括主动学习地方手工技巧，
体验地方文化氛围，激发自身创意潜能，实现自我的创新提升。

创意旅游将促进一种转变，即从地方高雅文化旅游（以古
迹、博物馆、艺术、音乐等为目的旅游）向地方娱乐文化旅游（以
娱乐、休闲、生态、节庆、活动等为目的的旅游）和地方日常文化
旅游（以习俗、养生、生活方式、手工艺等为目的的旅游）的转向，
增强文化的体验价值，开拓文化旅游的蓝海市场。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北京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向勇：

晒出了文旅商品的“人品”

“旅游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迎来一个前所未有的大时
代。”中国旅游协会民宿客栈与精品酒店分会会长、全国休
闲农业与乡村旅游联盟副主席张晓军说。

在张晓军看来，重庆拥有世界级的山水颜值和人文
气质，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潜力无限，关键是流量导入，以
及如何把流量变成现金、把“打卡”人群变成消费者。

本次“双晒”策划推出了5个作品，《重庆日报》通版
栏目“区县文旅精品荟”、重庆卫视“区长县长晒精品”8分

钟专题节目和“文旅精品90秒”短视频既延续了上一季风
格，又在内容形式上进一步丰富。此外，还创新推出了“区长

县长‘双晒’直播”和“云上文旅馆”两个项目，充分发挥新媒体传
播效能，实践对数字文旅的有益探索。

尤其是让区县长参与直播，引导其关注文旅、提炼文旅
品牌、推介文旅，除了对后续文旅产业有序发展作用明显外，
对当前文旅产业发展也有立竿见影的作用。因为，查看本次

“双晒”的相关作品就能发现，各区县晒的大多都是新产品、
新文创、新品质、新形象、新内涵，直接投射到大众旅游的多
元化需求，进而形成了新吸引力，产生了文旅产业的整体放
量。

在他看来，当前全国文旅行业的营销多停留在技术创新层

面，包括大数据、人工智能的运用，但从思想、战略的高度进行创
新营销的，乏善可陈。

重庆“双晒”，实现了旅游精品、文创产品的“1+1”组合，旅游
精品是山清水秀美丽之地的精华所在，是重庆的“颜值担当”；文
创产品是山水之城走向千家万户的“明信片”，是重庆的气质镜
像，直接实现文旅消费上亿元，在理论上、技术上、手段上都进行
了创新，对全国都具有借鉴意义。

张晓军同时强调，全域旅游发展理念的成功实践，也迎来了
大众旅游时代。而大众旅游时代的特征是个性化，由无穷无尽
的个性化构成一个多元化的消费时代。这也意味着，靠传统旅
游产品打天下的时代一去不复返，旅游业发展的核心任务是解
决产品供给和提升服务质量，以满足旅游者多元化的品质消费
需求。就营销而言，“最高境界”是服务营销。

“重庆本次‘双晒’活动，以资源为基础，以人的需求为出发
点，展现了思想和战略的高度。”他说。

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联盟副主席张晓军：

多重创新对全国具有借鉴意义

“重庆‘双晒’活动让全市各区县长亲自参与拍摄、
出镜，在国内城市营销和文化推介中都属于首创，不仅
能起到宣传推介的良好效果，更能引导各区县挖掘、重
视、保护、利用当地文旅资源，促进文旅产业的有序开
发。”携程集团副总裁、商业拓展和政府合作部CEO王
韦称。

尤值一提的是，本届“双晒”更是积极拥抱数字化、拥
抱市场“新贵”——直播销售，AI、VR等新兴数字技术也大

量运用到云上文旅馆，并鼓励网络媒体和网民围绕主题自由创
作、分享，很好促进了重庆数字文旅加速发展。

他称，让旅游变得更聪明、更体贴，是旅业行业数字化的强
烈诉求，也是携程重点发力的领域，在今年疫情期间体现得格外
明显。

他认为，旅游
直播的兴起，虽然
并非始于此次疫

情，先前之所以相对“低频”，是因旅游产品销售难以适应快速决
断的直播场景。但文旅产品可以依托“预售”的方式，将一些原
本价格更高的产品，通过优惠促销等方式给到用户，未来文旅业
很有可能迎来在线体验经济发展新篇章。

王韦称，接下来，重庆还可以考虑集中性输出一些有代表性
的目的地IP，持续打造几项主题性的“晒点”；在更多新景点景区
的营销上加大力度，让更多的外地人了解重庆；在“晒”的基础
上，通过有效的产品整合以及平台合作，从“晒”到“卖”上形成统
一，通过内容生产带动更多文旅产品的销售。

携程集团副总裁、商业拓展和政府合作部CEO王韦：

“双晒”推动了数字文旅加速发展

“这次重庆‘双晒’活动，堪称品牌营销、经济美学的一
个经典创新范例，将对重庆经济发展有着十分积极的影
响。”重庆大学经济学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姚树洁称。

城市形象是一座城市巨大的无形资产。良好的城
市形象不仅能够优化城市环境、添彩城市风貌，还对提
升市民对城市的认同感、归属感和荣誉感，有着重要的作
用和独特的价值。城市形象在提高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水

平，增强城市核心竞争力上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重庆“双晒”活动，开全国之先，通过宣传推介重庆各区县的
旅游精品、文创产品，充分展示重庆自然风光、民俗风情、特色风
物、人文风韵，深入挖掘巴渝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和精神内涵，从
不同角度向公众展示了各区县独特的自然与文化魅力，生动呈
现了重庆的文化自信，契合市场需求，成为美学视野中城市形象
提升与传播的经典之作。

其思路创新，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由“单打独斗”转变为“协同作战”，大幅提高了文化旅

游宣传推介的统筹协同和工作力度。过去，文化旅游宣传推介
活动多由各区县文化和旅游部门独自开展，虽然取得了一些成
效，但还是存在各自为阵、辐射不广、力度不够等问题，“双晒”转
变思路、统一战线，将“单打独斗”变为“协同作战”，全市各区县
全部参与，统一制定高标准行动方案，统一协调宣传平台、媒介
和渠道，形成了对接市场、触达消费者的统一平台和方式，让消
费者接收文旅消费信息、购买文旅产品更加便捷。

其次，由“媒体人主导”转变为“区县长代言”，极大增强了文
化旅游宣传推介的新颖度和可信度，推介形式更有特色，宣传内
容更有深度，文旅形象更加鲜活。

最后，由“单向输出”转变为“双向互动”，极大提高了文化旅
游宣传推介的覆盖面和参与感。双向互动的“互联网”思维和方
式，切实提升了活动的参与感、增强了重庆文旅的影响力。

重庆大学经济学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姚树洁：

创新思路助力城市形象建构和传播

重庆“双晒”包括：
《重庆日报》通版栏目
“区县文旅精品荟”、重

庆卫视“区长县长晒精品”
8分钟专题节目和“文旅
精品90秒”短视频、“区长
县长‘双晒’直播”和“云上
文旅馆”五个作品

“重庆‘双晒’
为我们重塑了一
种新文旅的生态
思维，赋能、连接、
共生，也是一次创
意旅游的生动实
践。”

“ 重 庆‘ 双
晒’，实现了旅游
精品、文创产品的
‘1+1’组合，在理
论上、技术上、手
段上都进行了创
新，对全国都具有
借鉴意义。”

“重庆‘双晒’
的5个作品，各有
侧重，各有特点，
共同奏响区县‘旅
游精品’与‘文创
产品’的交响乐。”

“‘双晒’将
‘单打独斗’变为
‘协同作战’，形成
了对接市场、触达
消费者的统一平
台和方式，让消费
者接收文旅消费
信息、购买文旅产
品更加便捷。”

“重庆‘双晒’
积极拥抱数字化、
拥 抱 市 场‘ 新
贵’——直播销
售，很好促进了重
庆数字文旅加速
发展。”

“双晒”直播组织
了华龙网、上游新闻、第
1 眼、重庆发布、中经云

端、淘宝、抖音、新浪、
网易、腾讯一直播、去
哪儿等 11 个网络平
台、联动区县融媒体

中心全程同
步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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