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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巴蜀文化旅游走廊
打造国际知名文化和旅游品牌

本报讯 （记者 韩毅）6月29日，在共建巴蜀文化
旅游走廊重大活动启动仪式上，川渝两地启动了“川渝一
家亲——景区惠民游”活动，两地共284家景区推出系列

“旅游大礼包”。
“川渝一家亲——景区惠民游”活动从即日起一直持

续到今年底，旨在推动两地文旅资源共用、客源共享、市场
共建，让旅游建设成果更多更好惠及两地人民，切实提升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助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本次活动包括：“百万门票免费送”，向川渝两地游客
免费提供100万张A级旅游景区首道门票；“门票买一送
一”，重庆市A级旅游景区对四川籍游客实行首道门票买
一送一优惠，四川省A级旅游景区对重庆籍游客实行首
道门票买一送一优惠；
景区特殊优惠，两地部
分景区根据时令特点和
自身实际推出门票全
免、索道观光车特价等
优惠服务。

“川渝一家亲——景区惠民游”
活动启动

构建“双核、三带、七区、多线”空间格局

“推动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是贯彻落实党
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打造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重大决策部署的
具体行动，是引领区域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培
育我国文化和旅游新发展空间、打造全国文化和
旅游发展新增长极的重大举措。”朱茂称。

不久前，由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展改革委、
重庆市人民政府、四川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了《规
划》。这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指导巴蜀文化旅
游走廊建设的纲领性文件。

《规划》提出，巴蜀文化旅游走廊是以重庆主
城和成都为核心，以连接两地的高速铁路、高速公
路和长江水系沿线市区（县）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区
域。规划范围包括重庆市的中心城区及万州、涪
陵、綦江、大足等27个区（县）以及开州、云阳的部
分地区，四川省的成都、自贡、泸州等15个市，总
面积18.5万平方公里；辐射带动重庆市和四川省
全域范围。

“按照《规划》，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将构建双核
驱动、三带引领、七区联动、多线连通的格局。”朱
茂说，“双核”，即重庆都市核和成都都市核。“三
带”，即成渝古道文化旅游带、长江上游生态文化
旅游带、成绵乐世界遗产精品旅游带。“七区”，即
大峨眉—大熊猫生态文化旅游协同发展区、古蜀
文化与嘉陵山水休闲旅游协同发展区、石窟石刻
艺术与乡村旅游协同发展区、大巴山生态休闲与
高峡平湖旅游协同发展区、武陵山—乌江流域生
态文化旅游协同发展区、大华蓥—明月山红色旅
游与绿色康养协同发展区、民俗文化与江河风光
旅游协同发展区。“多线”，即“五横五纵”旅游通
道、生态旅游大环线。

构建巴蜀文化保护传承利用体系

“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畏生态。《规划》明确
提出，要构建巴蜀文化保护传承利用体系。”朱茂
说。

按照《规划》，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要挖掘
弘扬巴蜀文化时代价值，深入挖掘巴蜀文化内涵，
弘扬巴蜀文化时代价值。

加强巴蜀文物考古研究与保护管理，推进“川
渝地区巴蜀文明进程研究”、川渝石窟寺等重大考
古项目，加强考古资源调查，提高考古工作水平；
健全并发布各级各类文物名录，强化重要文物系
统性保护，加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提高预防
性保护能力等。

推动巴蜀文物活化利用，优化空间布局，完善
设施功能，打造一批高品质文物展示利用场馆，推
动建设一批国家级博物馆和重点专题博物馆；加
强考古发掘设施配套，整合利用现有设施条件打
造西南地区文物科技保护修复区域中心，建设重
庆、成都等重点区域考古标本库房、区域文物资源
大数据库等。

推动文化艺术繁荣发展，支持共建常备剧
目、曲目、演出资源库，推出一批体现巴蜀文化内
涵的实景演出、驻场演出，因地制宜发展中小型、
主题性、特色类旅游演艺项目，培育旅游演艺精
品等。

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构建“书香成渝”全
民阅读服务体系，鼓励博物馆、美术馆、文化馆等
建立合作联盟，实现公共文化资源共享等。

提升文化产业发展质量，合理布局一批特色
鲜明、主业突出、集聚度高、带动性强的文化产业
园区和基地，形成面向区域和行业的协同创新平
台、促进文化企业发展的重要载体等。

提高创意产品开发水平，促进创意设计与实
体经济、现代生产生活、消费需求对接，加快培育
具有巴蜀特色元素的文化和旅游创意产品等。

推进世界级休闲旅游胜地建设

“加强优质旅游产品供给，构建巴蜀文化旅游
走廊品牌体系，促进旅游消费升级，建设包容和
谐、美丽宜居、充满魅力的高品质生活宜居地，打
造国际范、中国味、巴蜀韵的世界级休闲旅游胜
地，是《规划》的又一大重点。”朱茂说。

按照《规划》，川渝两地将实施城市旅游提升
工程，建设国际都市旅游目的地，推动文化和旅游
赋能城市更新，培育城市旅游新功能，推进城旅一
体化建设，打造可阅读、可漫步、有温度的文化旅
游之城等。

实施旅游精品建设工程，加强高品质旅游景
区建设，推动建设一批高品质旅游景区；加强高品
质旅游度假区建设，推动建设一批主题风格突出、
度假设施齐备、配套服务完善、度假活动丰富、具
有国际品质的旅游度假区等。

实施红色旅游发展工程，新增一批体现新时
代成就的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打造一批红色
旅游精品线路，建设一批富有特色的爱国主义教
育、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教育示范基地；建设长征
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四川段）等。

实施乡村旅游提升工程，提升乡村旅游发展
质量，推出一批具有市场影响力的巴蜀乡村旅游
品牌，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巴蜀乡村旅游品牌体
系；推进成渝中轴沿线、秦巴山区、嘉陵江沿岸、川
南和渝南区域等乡村旅游集聚发展等。

实施特色旅游建设工程，推进交通旅游融合
发展、推进温泉旅游发展、推进体育旅游发展、推
进研学旅游发展、合理发展水上旅游产品、科学推
进生态旅游发展等。

打造富有巴蜀特色的文化和旅游消费
目的地

“《规划》还提出，通过营造高品质消费空
间、丰富消费多元业态、优化消费市场环境等，
打造富有巴蜀特色的文化和旅游消费目的地。”
朱茂说。

在营造高品质消费空间方面，打造城市消费
品牌，支持重庆、成都结合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
设，加快建设立足西部、辐射全国、面向世界的具
有国际时尚魅力和巴蜀文化特色的国际消费中心
城市；积极拓展消费空间，以业态创新、场景营造、
品牌集聚、功能完善为重点，实施特色商业街区品
质提升行动，打造一批人文气息浓厚的特色名街
名镇，推动建设一批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
集聚区等。

在丰富消费多元业态方面，推动消费供给升
级，协同推进传统消费提档升级和新型消费发展
壮大，推动购物、旅游、餐饮等传统消费创新植入
巴蜀特色文化元素，升级打造巴蜀休闲、时尚购
物、美食体验等世界级消费产品体系。发展消费
新场景，融合艺术、创意、文博等元素，鼓励开发一
批彰显巴蜀生活美学的沉浸式、互动式、参与式、
体验式消费模式和业态，打造多元沉浸消费新场
景；大力发展夜间文化和旅游经济，构建多样化夜
间消费场景；擦亮“两江游”“街巷游”等夜间经济
名片，推出城市新消费生活夜市（集），展现国际时
尚范、巴蜀慢生活。

在优化消费市场环境方面，实施消费促进
计划，推出更多惠民措施，完善常态化消费促进
机制；建立健全巴蜀地区旅游景区、度假区联动
消费机制，互推门票优惠政策等。提高消费便
利化水平，支持巴蜀地区增设旅游购物（离境退
税）商店和外币兑换点，积极探索体验型产品的
共享共创模式等；提升市场监管水平，实施巴蜀
地区文化和旅游服务质量提升行动，建立巴蜀
地区文化和旅游市场联合监管执法制度，建立
跨省市文化和旅游市场举报投诉联合处理机制
等。

朱茂表示，按照《规划》，到2025年，巴蜀文化
旅游走廊协同发展的体制机制全面建立，文化旅
游领域改革创新高质量推进；现代旅游业体系更
加健全，多元融合的消费业态不断丰富，高品质消
费空间基本形成，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品牌国际知
名度和影响力不断增强。到2035年，巴蜀文化旅
游走廊协同发展的体制机制更加完善，全国文化
旅游发展创新改革高地、全国文化和旅游协同发
展样板、世界级休闲旅游胜地基本建成，具有较高
的国际品牌影响力，成为我国文化和旅游创新发
展活跃增长极和强劲动力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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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横五纵”旅游通道
●生态旅游大环线

多线

●成渝古道文化旅游带
●长江上游生态文化旅游带
●成绵乐世界遗产精品旅游带

三带

□本报记者 韩毅

打造全国文化旅游发展创新

改革高地，打造全国文化和旅游

协同发展样板，打造国际范、中国

味、巴蜀韵的世界级休闲旅游胜

地……6月29日，共建巴蜀文化旅

游走廊重大活动启动仪式在渝州

宾馆举行，仪式上介绍了日前印发

的《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规划》

（以下简称《规划》）。

该《规划》为巴蜀文化旅游走

廊建设绘就了怎样的蓝图？市文

化旅游委副主任朱茂就此作了解

读。

双核 ●重庆都市核和成都都市核 七区

本报讯 （记者 韩毅）6月29日，在共建巴蜀文化
旅游走廊重大活动启动仪式上，川渝两地发布了巴蜀文
化旅游走廊十大主题游，邀八方游客体验巴蜀大地的自
然之美、人文之韵。

这十大主题游分别是：

古遗址文化主题游

由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老鼓楼衙署遗
址——钓鱼城遗址等10个景点组成，可穿越历史记忆，
走进巴蜀遗迹，读懂中华文明。

世界自然遗产主题游

由九寨沟——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南川金
佛山——武隆喀斯特等10个景区串联组成，可领略童话
世界、国宝熊猫、金佛霞光、天生桥群。

长江上游黄金水道主题游

由中华彩灯大世界——蜀南竹海——佛宝古镇——
长嘉汇大景区——广阳岛——三峡库心·长江盆景等23
个景区组成，沿途可欣赏三江汇流、万顷竹海、巴蜀烟火、
壮美三峡，感受彩灯流光溢彩之美。

石窟石刻艺术文化主题游

由乐山大佛——安岳石刻——大足石刻——潼南大
佛寺等13个景点构成，可感受石刻穿越千年之美，体验
石窟艺术独特魅力，增强文化自信。

红色旅游主题游

包含朱德故里——邓小平故里——刘伯承同志纪念
馆——聂荣臻元帅陈列馆等19个景区，可瞻仰伟人风
采，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

民族风情主题游

由彭水蚩尤九黎城——黔江濯水——四姑娘山——
康定情歌（木格措）等13个景区共同串联，可体验藏羌彝
民族风情，感受多元巴蜀民族文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精
神家园。

美丽乡村主题游

包含石柱中益乡——巫山竹贤乡下庄村——郫都战
旗村——崇州道明竹艺村等14个景区，可感受安逸四
川、巴适重庆美丽乡村新变化，体验乡村振兴新成果。

文博馆探秘主题游

由武侯祠博物馆——三苏祠——重庆中国三峡博物
馆——四川美术学院美术馆等13个景区构成，可体验三
苏风韵文脉流长、三国文化精粹、文博馆藏精品、现代文
创，在交织中碰撞出更多新奇的火花。

古镇寻幽主题游

由黄龙溪古镇——阆中古城——安居古城——龚滩
古镇等9个景点串联而成，可体验传统民俗文化，找回记
忆的年味，领略千年古镇文化魅力。

文旅新地标主题游

涵盖宽窄巷子、太古里春熙路休闲街区、解放碑、洪
崖洞等9个景点，身临繁华大都市，可感受悠闲安逸的时
光、时尚雅致的生活，漫赏文旅新地标。

巴蜀文化旅游走廊
十大主题游发布

“川渝一家亲—
景 区 惠 民 游 ”
活动统计表

扫一扫
就看到

●大峨眉—大熊猫生态文化旅游协同发展区
●古蜀文化与嘉陵山水休闲旅游协同发展区
●石窟石刻艺术与乡村旅游协同发展区
●大巴山生态休闲与高峡平湖旅游协同发展区
●武陵山—乌江流域生态文化旅游协同发展区
●大华蓥—明月山红色旅游与绿色康养协同发展区
●民俗文化与江河风光旅游协同发展区

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将构建双核驱动、三带引领、七区联动、多线连通的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