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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国际消费目的地行动重庆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十项行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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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商务委市商务委市文化旅游委市文化旅游委

打造富有巴蜀特色的国际消费目的地

按照发展蓝图，抓好“十项行
动”。《重庆市推动成渝地区双城
经 济 圈 建 设 行 动 方 案（2023—
2027年）》提出的“十项行动”中，
第五项是打造国际消费目的地行
动。

行动要求，到2027年，以培育
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为引领，深
入实施“巴渝新消费”八大行动，推
动打造国际消费巴渝新地标、巴渝
新品牌、巴渝新场景，全市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达到1.65万亿元，基
本建成富有巴蜀特色、彰显中国
风范、引领国际时尚的国际消费
目的地。

这一目标和相关任务将如何
细化落实、分步完成？如何促进消
费提质扩容？3月31日，记者采访
了市文化旅游委、市商务委相关负
责人。

核心提示

□本报记者 韩毅

近日，在“中华诗城”奉节，川渝两
地文旅行政部门领导第六次正式会
面，召开了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专
项工作组联席会第六次会议。

“会上，我们不仅签署了一揽子合
作协议，还清单化推进9类28项重点
任务，致力把巴蜀文化旅游走廊打造
成为具有国际范、中国味、巴蜀韵的世
界级休闲旅游胜地，助推国际消费目的
地建设。”市文化旅游委相关负责人称。

以“1+10+N”思路建设走廊

“打造国际消费目的地，有助于增
强重庆在全球消费市场的集聚带动能
力、资源配置能力、创新引领能力、品
质支撑能力，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其中文旅是重要抓
手之一。”该负责人称。

近年来，川渝两地不断探索共建
巴蜀文化旅游走廊，签订了一系列战
略合作协议，成立若干合作联盟，推动
重点任务、重点项目数百个，联合举办
多场展览展示活动，在做大区域旅游
市场、做强区域旅游品牌、提升区域旅
游品质等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巴
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格局日渐成型。

不过，当前，文旅经济已从数量上
的高速增长，向质量上的结构化增长
转变。在全国4.38万亿元的文化新
业态中，川渝地区约为2000亿元，占
比不到5%，落后于粤港澳大湾区、长
三角和京津冀地区。因此，巴蜀文旅
走廊要成为中国文旅产业重要增长
极，还需再发力、深发力。

为此，今年我市将以“1+10+N”
的工作思路，把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
设向纵深推进。

所谓“1+10+N”，即“1”是把巴蜀
文化旅游走廊建设工程作为全市文化
和旅游工作的总抓手总牵引，“10”是
实施十项行动计划，“N”是逐项细化
任务清单。

其中，十项行动计划包括，实施培
育世界级休闲旅游胜地行动计划，进
一步做靓都市旅游名片，加快都市旅
游设施建设，建设旅游休闲街区；加强
高品质旅游景区、旅游度假区建设；推
进交通旅游融合发展，推进绿色旅游、
温泉旅游、体育旅游等发展，提升实景
演艺项目品质等。

实施文旅赋能乡村振兴行动计
划，进一步加大乡村文化保护传承与
利用力度，深入开展文化服务进乡村，
提升乡镇(街道)、村(社区)综合文化服

务中心效能；促进乡村旅游发展，打造
一批乡村旅游重点村镇，建设一批乡
村休闲旅游景点，推出一批乡村旅游
线路，开展一批乡村旅游宣传推介活
动等。

此外，还有实施智慧文旅建设行动
计划、实施文化艺术创新发展行动计
划、实施公共服务提质增效行动计划、
实施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行动计划、实施
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等。

清单化推进9类28项重点任务

今年，文旅市场快速复苏，景区人
流如织、商圈人气爆棚，文化旅游行业
迎来振奋的一年。

“我们进一步突出联合共建、产业
协同、一体发展，更加聚焦重大项目、
重大平台和关键功能区建设，重点抓
好9类28项任务。”该负责人表示。

9类任务分别是：
制定贯彻落实《巴蜀文化旅游走

廊建设规划》实施方案，实施清单化管
理和项目化推进。

争创国家文化和旅游创新改革试
验区。制定《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国
家文化和旅游创新改革试验区建设方
案》，探索文旅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
离模式等。

推进巴蜀文化保护传承。编制川
渝石窟寺国家遗址公园建设规划，建
设川渝石窟保护研究联合实验室及科
技创新基地，创建中国南方地区石质
文物保护重点科研基地，协同推进“考
古中国”重大项目——川渝地区巴蜀
文明进程研究，联合开展宋元山城遗
址考古调查等。

此外，还有提升文旅公共服务水
平、推进川渝文化艺术交流发展、优化
巴蜀文旅产品结构、搭建产业协同发
展平台、打造巴蜀乡村旅游名片、开展
巴蜀文旅品牌营销推广等。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纳入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重大项目清单的文化旅
游领域项目共有21个，包括长征国家
文化公园（川渝段）、长江国家文化公
园（川渝段）、石刻文创园区、巴蜀非遗
文化产业园、川渝石窟寺保护传承与
科技创新等项目，涉及总投资1000多
亿元，今年计划完成投资114亿元。
这批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重大项目
建设，将为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提
供强大“硬支撑”。

创新发展消费新场景

打造国际消费目的地，需要营造
高品质国际消费空间、创新发展消费

新场景等。
市文化旅游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我市将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规划纲要》《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规
划》等为引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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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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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国家文化
和旅游消费示范城市建设。

实施特色商业街区品质提升行
动，推进街区向场景化、智能化、特色
化升级；依托山水人文资源、特色美食
等建设特色消费集聚区，打造一批人文
气息浓厚的特色名街名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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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传统文化
和全新科技元素融入创意设计产业，支
持举办有国际影响力的时装周、电影
节、艺术节等文化展演活动。

融合艺术、创意、文博等元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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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培
育定制消费、智慧消费、数字消费、无
接触式消费等新型消费，推动文化和
旅游消费场景有机融入城市建设、产
业发展和市民生活；丰富夜市、夜展、
夜秀、夜游等夜间产品供给，优化夜间
餐饮、购物、演艺、娱乐等服务，构建多
样化夜间消费场景。

此外，我市还将实施消费促进计
划，探索实行景区门票淡季减免或免
费开放、演出票打折等政策，举办文化
和旅游消费季、消费月等活动，推出更
多惠民措施；探索推行巴蜀地区居民
服务“一卡通”，在交通出行、旅游观
光、文化体验等方面实现“同城待遇”。

支持巴蜀地区增设旅游购物（离
境退税）商店和外币兑换点；优化境外
刷卡消费和云支付环境，为离境提货
提供便利；提升文化和旅游消费场所、
场景支付便利度；提升数字化预约能
力，提高文化和旅游消费便捷程度。

建立巴蜀地区文化和旅游市场联
合监管执法制度，推动实现文化和旅
游市场监管信息互通，严厉打击各类
违法违规经营行为，维护旅游市场秩
序；建立跨省市文化和旅游市场举报
投诉联合处理机制，畅通投诉举报渠
道，共同维护两地良好市场秩序。

纵深推进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

□本报记者 郑三波

3月28日，位于渝中区化龙桥陆
海国际中心的老佛爷重庆百货店，正
在紧锣密鼓地装修，为6月正式开业
做准备。去年6月，法国老佛爷百货
宣布西南地区首店落户重庆。

忙着装修的还有重庆万象城二
期，它也将在6月开业。

3月26日，位于观音桥商圈的重
庆中環万象城也正式开工。

三个地方看似没有联系，但它们
却有一个共同特点——世界知名消
费品牌集聚地，这也是打造国际消费
目的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十项行动”之一，打造国际
消费目的地对于促进消费提质扩容，
稳步推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
具有重大意义。今年，市商务委将以
国际消费目的地培育建设为引领，推
进国际购物、美食、会展、旅游、文化

“五大名城”建设，打造多点支撑的消
费增长格局，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

“五大名城”如何建设？市商务
委相关负责人进行了解读。

全力建设购物名城

解放碑步行街的重百大楼里，市
民络绎不绝，自助样品派发机、无人
售货机、虚拟试妆镜、智能导购屏等
一系列智能服务终端设备吸引不少
人争相体验。去年底，解放碑-朝天
门商圈入选首批全国示范智慧商圈。

近年来，我市对标国际一流、发
挥比较优势、立足重庆特色，精雕特色
载体赋能消费。解放碑步行街被评
为“全国示范步行街”，重庆连续两年
位列“中国十大夜经济影响力城市”
榜首，重庆跻身2022福布斯中国城
市消费活力榜前三名。今年1—9月，
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23.7%。

我市正全力推进购物名城建
设。市商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今
年，我市将全力建设中央商务区、寸
滩国际新城，加快建设解放碑-朝天
门、观音桥世界知名商圈，提档升级
磁器口、十八梯等特色商业街区，进
一步完善解放碑-朝天门商圈建
设。引进国际知名特色展、专业展，
加快建设世界知名品牌集聚地，发展
首店经济。截至目前，我市已累计引
进国际知名品牌700余个，引进各级
各类首店超300个。

同时，打造“重庆味、国际范”夜
间经济示范创建集聚区，开展消费品

牌活动，深化“爱尚重庆”系列消费促
进活动。

此外，围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印发《建设富有巴蜀特色的国
际消费目的地实施方案》，推进产业
配套协同、消费服务共享，成立成渝
双城消费服务联盟，加快形成成渝城
市消费发展合力。

美食名城多点开花

我们常吃的铁山坪花椒鸡、三溪
口豆腐鱼、渝北水煮鱼、重庆鸳鸯火
锅等美食，去年被评为首批145道重
庆地方特色菜。

必吃榜反映了一座城市餐饮消
费水平和趋势。巫山纸包鱼（解放碑
店）、山城饭局·市井江湖菜、梯坎面
（人民路店）、瓜西西火锅（洪崖洞店）
等重庆69家餐饮企业入选大众点评
必吃榜。

美食名城建设正多点开花。去
年，我市培育打造首批国际美食集
聚区3家、中央厨房2家、市级美食
街区2家，支持梁平、云阳分别加快
建设“中国西部预制菜之都”“中国
鲜面之都”。

该负责人表示，今年，我市还将
推动餐饮企业加快“走出去”：乡村基
通过港交所主板上市聆讯，朱光玉火
锅登陆上海，珮姐火锅进军北京，杨
记味功夫、鸭血面分别在国内新开门
店78家、37家。

旅游名城提档升级

会展是衡量城市活力的重要标

志之一。据了解，目前，我市已建成
重庆国际博览中心、重庆国际会展中
心、大足五金国际会展中心等10个
大型会展场馆，展场总面积60万平
方米。去年，重庆国际汽车展、重庆
国际博览中心等多个会展通过国际
展览协会认证。

今年，我市将筹办中国国际智
能产业博览会、中国西部国际投资
贸易洽谈会等重点国际展会，积极
培育市长顾问团年会、陆海新通道
国际合作论坛、中新金融峰会、“一
带一路”陆海联动发展论坛等，提升
会展能级。

在旅游名城提档升级方面，我市
已相继建成重庆自然博物馆、重庆国
际马戏城、华侨城欢乐谷等一批重大
文旅项目。据悉，今年，我市将加快
推进长嘉汇大景区、长江文化艺术湾
区等文旅项目建设，以及“大三峡”国
际旅游目的地、“大武陵”国际旅游目
的地。

在文化名城建设方面，我市去年
举办了第十四届中国西部动漫文化
节，主办澜湄世界遗产城市对话活
动，《轨道上的都市区》视频亮相纽约
时代广场，海外播出量近5亿次，《开
往春天的列车》成为2022年重庆爆
款短视频，《云海列车》全网传播量超
10亿次。今年，我市将新建工业文
化创意街区7个，开建大足石刻博物
馆当代艺术馆，打造黔江濯水古镇等
6个文化生态保护示范点，持续打造
网红新地标，让富有巴渝特色的文化
形象经久不衰。

建设“五大名城”增添国际消费目的地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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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龙坡区石坪桥小花市集，众多市民在游玩。（本报资料图片）
见习记者 尹诗语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