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与城共兴与城共兴

乡村旅游发展：六大景
区带动周边、沿线10余个巴渝
新村建设，已发展乡村旅游接
待户500户，年接待游客20万
人次，实现乡村旅游接待收入

2亿元。

乡村产业发展：六大景区
吸引当地村民新开办旅游商品
及土特产加工厂、销售店100余
家，增加创业、就业近1万人；推
动了芙蓉江野鱼、鸭江老咸菜、
桐梓老腊肉、羊角老醋、碗碗羊
肉、武隆苕粉等特色农产品年均
销售额达到20亿元以上。

乡村振兴乡村振兴

数说发展硕果

1313%%

◎武隆接待游客将稳定在
5000万人次左右

◎其中境外游客在250万人次以上
◎旅游人均消费达到1300元
◎旅游综合收入达到245亿元

预计到2026年

旅游业增加
值占 GDP 比
重13%左右

◎

初步建成世界知名旅游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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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 6月 27日下午2点 15

分，在第31届世界遗产大会会场，

随着世界遗产大会执行主席手中

木槌的落下，武隆喀斯特作为中国

南方喀斯特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表

决中获全票通过，正式列入《世界

遗产名录》。亿万年的石头开了

花，武隆正式踏上了世界舞台。

申遗成功15年来，武隆坚持以

遗产保护为核心，以永续利用为宗

旨，保护和利用形成了良好的循环

互动效应。2021年，武隆全区接待

游客突破4000 万人次，旅游综合

收入达到近200亿元。

随着武隆旅游步入"航空时代

已经到来、高铁时代即将来临"的

发展阶段，今年2月，武隆正式提

出推进以国际化为引领的旅游“三

次创业”，加快建成世界知名旅游

目的地。

项目和产业是创业成功的关

键。据介绍，武隆将积极布局构建

“6+4”产业链，从近期、中期、远期

规划了165个项目，总投资1406亿

元。“通过深入推进一大批重点项

目建设，打造以喀斯特为‘魂’的具

有核心吸引力的世界级旅游IP，进

一步扩大武隆旅游的国际影响

力。”武隆区相关负责人介绍。

核 心 提 示

赵童 刘玉珮 周令高 罗雪琴
图片除署名外由武隆区委宣传部提供

“武隆喀斯特拥有超乎寻常的
自然现象和显著的美学特征，可以
用‘物华天宝’来形容。”武隆区世界
自然遗产保护中心相关负责人介
绍，它集国内最深的竖井、美学价值
极高的洞穴、世界级规模的串珠式
天生桥群、谷底干涸的大峡谷、吞没
地表河的伏流、世界上第一个被发
现并命名的冲蚀型成因天坑等各类
奇特稀有的喀斯特现象于一体，是
中国南方喀斯特最独特的自然美景
区和重要的美学价值区。

“只有通过更好的保护，才能将
品牌擦得更亮，才能走向更好的未
来。”武隆区林业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15年来，武隆区始终坚守《保护
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保护要
求，严格实施《世界遗产操作指南》，
坚持以遗产保护为核心，以永续利用
为宗旨，让旅游产业发展与自然遗产
保护形成了良好的循环互动效应。

广泛宣传提高社会保护意识。
依托“三月法制宣传月”“世界地球
日”“世界环境日”等重要节点，武隆
全区广泛开展宣传活动，积极普及
《重庆市武隆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
管理办法》等有关的规章条例，动员
全社会参与到保护行动中。同时，
在教育引导资源展示上，组织编印
了全国首册世界自然遗产科普教材
《武隆喀斯特与世界遗产》。

强化监管和项目审批。武隆区
充分发挥“林长制”作用，认真落实
乡镇（街道）属地管护的责任和全区
1352名护林员的职责，实行区、乡镇
和村社三级联动，强化巡查监督。
同时，建立世界自然遗产地和风景
名胜区等自然保护地建设项目联合
审批制度，出台了《关于规范全区自
然保护地建设项目审批的通知》。
以严格实施前置审核、定期开展资
源调查、强力规范运营秩序等有力

举措，全面加强自然遗产地的全过
程管理，切实做到保护监管关口前
移、监管成果常态长效，有效保护了
武隆喀斯特的自然性、原真性和完
整性。

全力推进智慧监测系统建设。
武隆区将世界自然遗产监测工作纳入
了全区智慧林长和全区智慧森林草原
防火系统建设之中，利用现代化技术
手段，强化遗产地的巡护监测工作。
同时，积极开展遗产地内地质遗迹、生
物种群等动态监测、调查、研究等工
作，促进遗产地保护可持续发展，构建
自然资源保护与生态旅游协调发展的
新格局。

一系列保护成果得到了国家相
关部委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充分
肯定。2015年，武隆区获得联合国
颁发的“可持续发展城市范例奖”。
2018年，被生态环境部评为“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创新实践基地”。

6月23日，总投资67.62亿元的
仙女山“碳中和”景区及配套项目开
工。作为武隆旅游“三次创业”的标
志性项目，“仙女山小火车风景线”和

“云上恋桥”建成后将融形象交通和
特色旅游为一体，成为武隆旅游新的
风景线和景观点。这也是武隆区推
动旅游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
代表性案例。

“现在的旅游早已不是单一产
业的单打独斗，而是产业链条发展
的催化剂、黏合剂。”作为武隆区旅
游业发展平台，武隆旅游产业（集
团）公司的相关负责人介绍，15年来
公司先后投入了20多亿元的项目资
金，持续提高旅游业的牵引作用和
对强区富民的贡献度。

据介绍，为了加快推进旅游“三
次创业”，全区努力推动旅游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实行旅游产业的产
业链“链长制”，策划储备了165个总
投资1406亿元的文旅项目，全力打

造研学、运动、艺术、康养、婚恋、服
务等六大产业链。同时，推动工业、
农业、建筑业、现代服务业主动“+旅
游”深度融合发展。

在研学产业链上，依托喀斯特
世界自然遗产资源，突出地质研学、
生态研学、文化研学、科技研学、农
耕研学等主题，加快建设喀斯特博
物馆，精心打造了一批研学旅游产
品。

在运动产业链上，依托传统的
优势赛事，拓展山地运动、马术运
动、极限运动、水上运动等旅游业
态，打造国际知名的山地户外运动
胜地。

在艺术产业链上，依托懒坝大
地艺术公园、武隆既有的一些影视
基地及影视资源，力争引进一批高
水准的歌舞剧、情景剧、童话剧，包
括马戏等演艺项目，努力打造艺术
品交易、艺术培训、艺术设计等相关
产业。

在康养产业链上，用好武隆的
气候、生态、温泉、中医药等优质资
源，打造国际化品质的食养、动养、
医养等看样产品，构造“康乐养生”
产业体系。

在婚恋产业链上，依托仙女、白
马爱情故事，发展婚恋文化展示、婚
礼策划服务、婚嫁风俗体验、婚庆蜜
月度假等业态，打造顶级婚纱拍摄
地、高端婚礼举办地、时尚婚恋打卡
地。

在服务产业链上，开发“文盛武
隆”系列特色文创产品，做靓“旅居
武隆”“寻味武隆”等消费品牌，拓展
高端消费市场，努力打造成为重庆
市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中西部
国际交往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

“让项目为‘三次创业’聚势赋
能，通过不断做深产业链、提升贡献
度，全力提升发展的‘含金量’‘含新
量’‘含绿量’。”喀斯特旅游（集团）
公司相关负责人说。

以遗产保护为核心 形成保护和利用良性循环互动

构建“6+4”产业链 规划165个项目总投资1406亿元

打造世界级旅游IP 全球化营销突破国际市场

2014年，《变形金刚4》上映，作
为片中唯一一处自然景观拍摄地，武
隆惊艳亮相。

“只有在全球讲好中国故事、重
庆故事的武隆篇，武隆旅游才能更好
地实现全球化营销和国际市场的突
破。”武隆区文化旅游委相关负责人
介绍，今年年初，武隆已经制定了全
区重大活动计划以及全球化宣传营
销的政策和方案。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武隆区开展
了“重庆人免费游重庆”、2022年仙女
红春茶竞买会、首届重庆市大学生龙
舟锦标赛、重庆首届大学生艺术节、
520白马山天尺情缘景区集体婚礼、
外国友人武隆行等系列营销活动，取
得了显著效果。1月—5月，武隆接待
游客1485.15万人次、增长11.45%，
旅游综合收入达65.33亿元、增长

12.68%。
为了进一步推动武隆喀斯特

世界自然遗产成为武隆最具说服
力、最有号召力的旅游标识，武隆
区将加快启动后坪天坑、芙蓉湖等
新兴景区的开发，提档升级天生三
桥、芙蓉洞、龙水峡地缝等景区，将
喀斯特旅游区创建为世界级旅游
景区，将仙女山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创建为世界级旅游度假区，形成旅
游产品集群。

强力推广武隆喀斯特品牌。充
分利用新媒体和信息平台，综合运用
微电影、数字电视、数字旅游、影视植
入等营销手段，积极搭建旅游国际化
宣传矩阵，将武隆喀斯特的突出普遍
价值向全世界宣传和推广。全面提
升武隆旅游全球化品牌形象，进一步
扩大武隆喀斯特的品牌影响力。

提升武隆喀斯特旅游服务水
平。加密仙女山机场航线，加快开
通境外重要客源市场包机，加速推
进渝湘高铁、渝湘高速等一批重大
交通项目建设，打通大动脉、畅通微
循环。培育和打造一批具备国际化
标准的餐饮品牌和住宿产品，对标
国际标准，进一步提升服务意识和
服务水平。

未来，武隆区将在旅游开发、文
化交流、资源保护、户外运动等方面
与国际开展广泛合作，增加武隆旅游
在海外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吸引境外
游客到武隆观光度假休闲，提高境外
游客占比，提升游客的消费总量。

区县观察·武隆

武隆 加快推进旅游“三次创业”打造世界级旅游IP
申遗成功15周年 年接待游客突破4000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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