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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刊双城

放眼全球，跨区域建设文旅走廊并非新课
题，美国66号公路、蓝岭风景道，欧洲环阿尔卑斯
山旅游带等，都是经典案例。

“文旅走廊一般指拥有特殊文旅资源集合的
线性景观，通过资源整合，可释放‘1+1＞2’的正
协同效应，是近年来国内外业界学术研究的热点
和区域经济实践的亮点。”重庆交通大学旅游与传
媒学院院长、教授张玉蓉认为，构建“快旅慢游”综
合交旅融合运输体系，是走廊建设成败的关键。

近年来，川渝两地在推动巴蜀文化旅游走廊
建设中，旅游交通是重要发力点——

陆上，路网更密、距离更短。郑渝高铁已通车
运营，川渝两地与中原城市群、京津冀地区时空距
离大幅缩短；成渝中线高铁正加快建设，建成后成
渝“双核”可实现50分钟通达；渝昆高铁（重庆
段）、成达万高铁等项目正加快建设；川渝省际建
成及在建高速公路达20条。

水上，航道更畅通、航运能级更高。除嘉陵江
利泽航运枢纽等项目正在加紧施工外，川渝还加
快推进涪江双江航电枢纽等航运项目建设，以长
江、嘉陵江、乌江“一干两支”国家高等级航道为骨
架的航道体系初步成型。

空中，成渝世界级机场群加快形成。四川达
州机场已正式通航，重庆江北机场改扩建、四川乐
山机场等项目正加快建设。

“翻开川渝旅游地图，一张日益密集的互联互
通网络正在‘编织’成形，把川渝两地与世界其他
地区的时空距离迅速拉近。”市文旅委副主任秦定
波称。

“我上午逛完成都春熙路，晚上就到重庆看夜
景了。”7月9日晚，在南山一棵树观景平台看风景
的成都游客张馨月对此深有体会。

当天，她乘坐成渝高铁“复兴号”列车，仅用1
小时2分便从成都直达重庆，并且用“铁路e卡
通”实现了高铁“公交化”，无须购票，刷二代身份
证或扫e卡通乘车码即走。

川渝两地轨道上的“同城生活”还不仅如此。
乘坐地铁时，张馨月掏出手机，打开“天府通”
App轻轻一点，天府通乘车码“一秒变码”重庆公
共交通乘车码，轻松实现了“双圈联动”下轨道交
通的无缝换乘。

“现在去四川旅游就像同城游一样便捷。”前
不久去逛第八届中国西部旅游产业博览会（简称
西旅会）的重庆市民，有同样的获得感。

作为此次西旅会的主宾省，四川携成都、自贡
等16个市州参展，呈现了四川推进巴蜀文化旅游
走廊建设以来的新成果、新亮点、新业态，吸引了

“里三层外三层”的观众。
“以前逛展会不敢大量囤票，主要担心囤了票

若没能成行，反而浪费。现在川渝两地往来如此
方便，一个周末就可耍得舒舒服服，所以我这次一
口气就订了成都多个游乐园的票，打算暑假带儿子
去逐一打卡。”家住渝北区冉家坝的市民罗艳秋说。

“随着川渝两地‘快旅慢游’交通体系的构
建，两地已互为重要的旅游目的地和客源地，每
年互访游客超过1亿人次，为两地文旅发展提供
了强大动力源。”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
羽欣称。

快旅慢游 川渝年互访游客超1亿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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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韩毅

“你从雪山走来，春潮是你的风采；你向东海
奔去，惊涛是你的气概……”7月5日，在重庆三峡
之巅和四川达古冰川，一场跨越千里的“极限音乐
会”刷屏网络，“艺”惊四座。

何捷、陈万等知名音乐家采用双向高清直播

连线的方式，将《长江之歌》《我们巴蜀男儿汉》《早
发白帝城》等经典乐曲的音符，“化”作川渝自然
美、生态美、人文美、艺术美，呈现在亿万观众眼
前，不仅探索了“文旅+演艺”融合发展路径，更为
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提供了新思路。

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文旅是一道必答
题。

3年来，川渝两地在“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
设”引领下，签订各层级合作协议100多份，成立
联盟近30个。尤其是今年以来，两地加速推进
14个重大在建文旅项目，完成投资超23.5亿元。

“宽洪大量”“资足常乐”“七星揽月”“美石美刻”等
一批川渝文旅组合高频互动，让游客应接不暇，令
业界心生艳羡。

不过，文旅资源呈线性分布，大尺度、跨区
域，“一体化发展与差异化竞争”“点状聚集与
板块割裂”“行政壁垒与协同发展”等跨区域共
建文旅走廊的全国乃至全球共性问题，仍需破
解。

那么，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如何破壁克垒
取得新突破？近日，重庆日报记者做了调查。

基于行政区划运行的“行政区经济”，往往追
求本区域利益最大化，与旅游“行万里路”的流动
性、跨区域性需求不符。因此，打破行政区划制
约瓶颈，推动产业横向竞合和纵向延伸，实现协
同发展和互利多赢，是跨区域文旅走廊建设的又
一个“技术”难点。

打破行政壁垒共建走廊，需要有眼光、有胆
识、有谋略，得承担“破”与“立”可能带来的成本，
更要处理好改革的力度、角度、广度、深度等复杂
问题。

川渝两地，有这个魄力和基础吗？答案是肯
定的。

今年，川渝两地文旅部门项目化、清单化形
成了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2023年工作要点，
涵盖9类28项重点任务。

其中，争创国家文化和旅游创新改革试验
区，探索文旅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模式是重
要内容之一，并力争将其打造成为全国文化旅游
发展创新改革高地。

具体内容包括：
创新协同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拓展“川渝通

办”覆盖范围，实行“市场准入异地同标”；建立川
渝两地共建文化和旅游市场联合执法、案件协查

协办和旅游联合应急救援机制；探索文化和旅游
资源集聚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模式；建立巴蜀文
化旅游走廊“带长制”；建立示范项目共创共建制
度等。

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推动文旅与金
融合作、与科技融合；加强“智游天府”“惠游重
庆”“渝快办·渝悦生活”平台共建共享；探索交通
基础设施与沿线旅游资源一体化建设；建立共建
共享的川渝文化和旅游智库，推行双向兼职等引
才用才模式等。

创新巴蜀文化保护传承机制。联合打造巴
蜀文艺精品，健全重大题材发布推介、重点项目
评估论证、重点作品跟踪推进、优秀作品营销推
广四大机制；加强川菜、川剧、蜀绣、夏布等非遗
项目及火锅餐饮文化的保护合作；打通川渝两地
智慧图书馆、公共文化云网络。

目前，我市依托“渝快办”网审平台，已将文
化旅游领域75项许可事项纳入“全渝通办”、5项

许可事项纳入“川渝通办”，更好满足了企业市内
异地和川渝两地办事需求。

今年5月，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通报2022
年文化和旅游市场政务服务“好差评”结果及优
秀典型案例：重庆为“非常满意率”较高地区，达
到97.74%；重庆文化市场审批工作效率位居全
国第一，平均审批时长3.5天（同期全国时长为
12.1天）。

“众行者远，远行者恒。川渝两地携手从竞
争走向竞合、共赢，必将推动巴蜀文化旅游走廊
建设迈向更高水平。”秦定波说。

关起巫山峡，巴蜀是一家。羽欣表示，四川
将继续深化与重庆交流合作，聚焦重大项目、重
大平台建设，突出联合共建、强化产业协同、共促
一体发展，努力实现川渝两地文旅资源优势互
补、共拓渠道，着力将巴蜀文化旅游走廊打造成
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亮点和世界知名文化旅
游品牌。

破壁克垒 打造世界知名文旅品牌

除了旅游交通，如何破解线性旅游资源的地
块割裂问题，让域内资源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进
而提升旅游核心吸引力，是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
设的又一题中要义。

目前，巴蜀文化旅游走廊有8项世界遗产、9个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7个国家一级博物馆、148个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个世界地质公园、12个
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25个国家5A级旅游景区、5
个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可谓文物古迹众多，生
态类型多样，旅游资源禀赋好、数量多、品质高。

如何将这些散落的“珍珠”串珠成链，以线带
面，让巴蜀文化旅游走廊成为具有国际范、中国
味、巴蜀韵的世界级休闲旅游胜地？

今年3月8日，在一艘从巫山驶向奉节的游
轮上，川渝两地文旅部门主要负责人、企业家代
表、行业专家第六次聚首，召开巴蜀文化旅游走

廊建设专项工作组第六次联席会议。
在与会者充满巴蜀乡音的热烈讨论中，构建

走廊“节点—轴线—域面”有机联动的空间格局，
打造“双核、三带、七区、多线”巴蜀文化旅游走廊
的思路，更加明晰——

“双核”为重庆都市核、成都都市核。重庆都
市核以重庆中心城区为核心，丰富优质文化和旅
游产品供给，构建“两江四岸”文化旅游休闲核心
区、中心城区文化旅游休闲集聚圈、主城新区旅
游休闲和乡村旅游发展区，强化都市旅游集散功
能和辐射带动作用，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世

界知名都市旅游目的地。成都都市核以成都为
核心，突出成都旅游都市型、国际化和综合性的
特点，加快休闲消费提质扩容和转型升级，培育
一批国际一流、全国领先的文商体旅融合发展优
质产品，建设世界文创、旅游、赛事名城和国际美
食、音乐、会展之都。

“三带”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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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大峨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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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川渝两地已签订各领域、各层级共100
多项合作协议，成立各种文旅联盟近30个。尤其
是今年以来，重庆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作
为市委“一号工程”和全市工作总抓手总牵引，四
川也将其视为推动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的总牵引，
进一步推动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驶向快车道。

今年1—5月，重庆在建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
设项目14个，其中，重庆单独实施的巫溪红池坝
景区综合开发项目等7个重点项目，已完成投资
11.8443亿元；重庆联合四川共同实施的大巴山
国际旅游度假区等7个重大项目，已完成投资
11.7053亿元。

优化布局 构建“双核三带七区多线”

长江上游生态文化旅游带是巴蜀文化旅游走廊“三带”之一。图为奉节县三峡之巅景区风光。 记者 谢智强 摄/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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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文旅走廊“宝贝”

8项
世界遗产

9个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17个
国家一级博物馆

148个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3个
世界地质公园

12个
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25个
国家5A级旅游景区

5个
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培育世界级休闲
旅游胜地行动计划

●文旅赋能乡村振兴
行动计划

●智慧文旅建设
行动计划

●文化艺术创新发展
行动计划

●公共服务提质增效
行动计划

●文化遗产保护利用
行动计划

●文旅产业高质量
发展行动计划

●文化交流与宣传
推广行动计划

●广播电视和网络
视听发展行动计划

●文化旅游保障能力
提升行动计划

今年以来，重
庆按照“1+10+N”
的工作思路，把巴
蜀文化旅游走廊
建设向纵深推进：

以巴蜀文化旅游
走廊建设作为我市文
化和旅游行业的“一
号工程”、工作总抓手

巴蜀文化旅游走
廊建设工程十项行动
计划——

初步制定了 130
多项任务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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