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韩毅

今年前三季度，我市接待国内游客3.3
亿人次、入境游客76.2万人次、实现游客总
花费3552.6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0.1%、
222.4%、15.7%，文旅产业迸发出强劲动力。

在靓丽成绩单背后，重庆文旅产业有
何秘诀？

“聚焦重大政策、重大改革、重大项目、
重大平台，以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为引
领带动，共建川渝文旅统一大市场，是我市
文旅产业主引擎之一。”11月16日，市文化
旅游委相关负责人向记者透露。

2022年以来，川渝两地全面构建起
“1+3+N”体系，组建文旅企业等合作联盟
36个，签订各类合作协议103份，共建巴蜀
文化旅游走廊。

如，共建资阳大足文旅融合发展示范
区，加快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改革新
突破；“川渝通办”文旅证照审批实现扩容
提速，创新推动“川渝阅读一卡通”，实现两
省市125家公共图书馆、3000万册图书通
借通还。

实施巴蜀文脉赓续工程，“考古中国
——川渝地区巴蜀文明进程研究”等重大项
目取得新进展；联合推进川渝宋元山城体
系、川渝盐业遗产、蜀道申遗工作；长征、长
江国家文化公园（川渝段）、川渝石窟寺国家
遗址公园、川陕片区红军文化公园等重大文
旅项目有序推进，嘉陵江旅游风景道、成渝
古道文化旅游带等建设取得新突破。

共同创建国家级巴蜀文化生态保护

区，共同筹备第十四届中国艺术节，持续
举办“成渝国际戏剧双城记”、川剧节等重
大节会活动，推进两地文化交流交融、繁
荣发展。

联合开展了巴蜀文旅国际国内推广活
动，推动川渝文旅品牌火爆出圈；打造“资
足常乐”“点石成金”“七星揽月”等一批“长
红长新”品牌，评选发布“寻找成渝文旅新
地标”1000余个，共同推出世界遗产、长江
上游黄金水道等主题精品线路70余条、国
际潮流消费新场景65个，开行巴蜀文化旅
游走廊主题列车500余趟，开展“百万职工
游巴蜀”“川渝一家亲、景区惠民游”等系列
推广活动，使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品牌影响
力不断提升。

除了高质量推动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
设外，我市还持续不断丰富文化旅游供给，
串珠成链培育形成以世界山水都市、壮美
长江三峡、多彩风情武陵等重庆文旅的名
片，打造国家级精品旅游线路17条，进一

步释放了文旅消费动能。
以世界山水都市为例，我市通过实施

规划引领、产品培育、业态创新、服务提升、
品牌推广等举措，推动山水与人文、现代与
市井相融合，发展壮大都市旅游，培育形成
集遗产古迹、魔幻都市、烟火生活、城郊休
闲等于一体的产品体系。今年前三季度，
都市旅游区共接待国内游客2.71亿人次，
同比增长10.8%，并先后入选“十大美好生
活城市”“十大向往之城”。

具体举措包括：不断丰富两江四岸休
闲游憩功能，提升“山水城桥”立体景观，长
江索道、洪崖洞、滨江路、江滩公园、山城步
道等热门景点，每年吸引亿万游客。

不断升级夜景灯饰，提升夜间旅游氛
围，培育夜味、夜养、夜赏、夜玩、夜购等五
夜业态，建成弹子石老街、大九街、龙门浩
老街等休闲街区、夜间消费集聚区，让游客
在灯火辉煌中享受不夜生活，连续三年居

“中国十大夜经济影响力城市”榜首。

推动旅游与美食融合，开展旅游美食
评选，推出以重庆火锅、重庆小面等为代表
的“渝味360碗”美食，培育美食体验店182
个、示范店38个、旗舰店9个、美食街区6
个，让百菜百味飘“香”更远。

实施温泉集群化发展，以统景温泉、南
温泉、北温泉、融汇温泉、东温泉等为代表
的“五方十泉”滋润着重庆的四季，每年接
待游客近1000万人次，正加快释放“世界
温泉之都”品牌效应。

把演艺植入旅游行程，推出《极限快乐
SHOW2》、江畔音乐会、剧本娱乐体验等
多种形态产品。前三季度，我市举办5000
人以上大型营业性演出56场，同比增长
47.4%；演出观演人数89.1万人次，票房收
入7.3亿元，拉动消费29.2亿元。

“截至目前，我市共提质打造5A景区
12家，增速全国第一；创建国家级文旅消费
集聚区15个，列西部第一、全国第三，文化
旅游产业发展态势喜人。”该负责人称。

■今年前三季度，重庆的文
化产业、旅游产业增加值同比分
别增长6.9%、7.3%

■今年前三季度，重庆接待
国内游客3.3亿人次、入境游客
76.2 万人、实现游客总花费
3552.6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0.1%、222.4%、15.7%

■截至目前，重庆文化旅游
经营主体已突破19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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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黄乔

11月12日，重庆国际商事仲裁院正式
揭牌。

作为“服务内陆开放综合枢纽、面向东
南亚”的国际商事仲裁中心，为何在重庆“落
户”？又将给重庆带来哪些机遇和挑战？

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进行了采访。

关键词：优势
国家战略叠加 发展空间广阔

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国际商事仲裁
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世界各国越发
重视国际商事仲裁事业的发展，已涌现
出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仲裁中
心，国际商事仲裁也迎来了蓬勃发展的
新机遇。

为何选择在重庆揭牌国际商事仲裁
院？市司法局相关负责人给出了答案——

当前，重庆正全力推动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长江经济带
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等国家战
略落实落地，加快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
重要经济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改革开放新
高地、高品质生活宜居地，打造带动全国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

“在多项国家战略叠加高位赋能下，重
庆涉外商事仲裁工作迎来了最有利的发展
机遇期，有条件以重庆为支点，试点建设辐
射中西部、面向东盟、服务西部陆海新通道
的国际商事仲裁中心。”该负责人说，同时，
重庆承东启西、牵南引北、通江达海，处在

“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联结点上，其独特
的区位优势以及国家重大平台、重大项目牵
引下，为重庆涉外仲裁事业发展、建设高能
级的国际商事仲裁中心提供了广阔的发展
空间和市场需求。

重庆还拥有充分优质的法律服务要
素。如最高人民法院第五巡回法庭、全国
首个跨省域管辖的成渝金融法院均落地重
庆，成立中国—东盟法律研究中心（东盟法
治研究院）……

“我市还有37家具备涉外法律服务能
力的律师事务所和41家具有涉外公证办
证资质的公证机构，能有力支撑重庆试点
建设国际商事仲裁中心。”该负责人说。

关键词：定位
打造具有重庆辨识度的品牌

“试点建设国际商事仲裁中心，需要建
设国际化的商事仲裁平台来发挥引领带动
作用。”重庆国际商事仲裁院相关负责人

说，此次揭牌，是推进重庆仲裁改革的一项
重要工作，能够更好地体现重庆仲裁的公
益性、独立性和国际化。

重庆国际商事仲裁院揭牌后，将成立
涉外仲裁专门机构，整合资源，集中力量开
展涉外商事仲裁法律宣传，提供国际商事
仲裁培训和咨询，以专业化、国际化的模式
开展仲裁和调解活动，专业高效解决全球
市场主体的商事纠纷，打造具有重庆辨识
度的国际商事仲裁品牌。

“具体来讲，重庆国际商事仲裁院在做
好国内民商事仲裁工作的同时，还将大力
提升国际商事仲裁服务水平。”重庆国际商
事仲裁院相关负责人举例说，比如，将加快
发展国际商事仲裁，公正高效地处理国际
或者涉外商事仲裁案件，涉及中国香港特
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或者台湾地区
的商事仲裁案件，一国政府与他国投资者
之间的投资争议仲裁案件，并提供临时仲
裁程序性服务等。

关键词：举措
跨区域、跨法域、跨领域合作

“重庆国际商事仲裁院将以全新的形象
和国际化的仲裁服务，积极打造服务内陆开
放综合枢纽、面向东南亚的国际商事仲裁中

心，助力营造一流营商环境，护航高水平对
外开放。”重庆国际商事仲裁院相关负责人
表示，接下来，重庆国际商事仲裁院将建立
国际商事仲裁多边合作机制，制定工作规
则，共同推进理论研究、制度融合、文化互
鉴、宣传推广等方面的跨区域、跨法域、跨领
域合作交流。

同时，整合境内外各仲裁机构的优势
资源，推动庭室设备共享、仲裁员共享、服
务平台共享、行业信息共享，降低当事人跨
国、跨区域参与仲裁的经济成本、时间成
本，提升仲裁的经济性和便捷性。

在共育人才大队伍方面，将共同制定
人才培养计划，开展专业培训、人才交流
和任职学习；共建国际商事仲裁专家库，
为国际经贸规则研究、制定提供智力支
撑。

在共融服务大体系方面，将推动仲裁
机构与境内外商事调解组织、律师事务所、
公证机构、司法鉴定机构、评估机构、翻译
机构、域外法查明机构和相关行业组织融
合发展，构建一体化国际商事仲裁法律服
务生态圈。

在共推仲裁大智能方面，将加强仲裁
智能化建设，大力发展在线仲裁、智慧仲
裁，推动以仲裁方式解决与互联网、大数
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相关的新型争议。

国际商事仲裁中心何以“落户”重庆

11月15日晚，2024重庆文化旅游惠民消费嘉年华在大足区香国公园启动。嘉年华整
合了市内优质文旅资源，通过举办重庆旅游发展成果展、“渝味360碗”美食集市、巴渝非遗
文创集市三大主题活动，全面展示了“大都市”“大三峡”“大武陵”文旅发展建设成果。本次
嘉年华还推出了一系列优惠的举措。

图为《印象武隆》选段《川江号子》表演。 记者韩毅、何庆渝摄影报道/视觉重庆

2024重庆文化旅游
惠民消费嘉年华启动

走廊引领带动 供给不断丰富 前三季度数据亮眼

重庆文旅产业交出靓丽成绩单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韩
毅）11月16日，作为重庆市文化旅游发展
大会配套活动，文化和旅游部产业项目服
务平台第41期精品项目交流对接活动暨
重庆市文化和旅游产业重点项目招商推介
活动，在大足区举办。活动共促成49个项
目合作签约，签约金额达185.44亿元，其中
40个代表性项目在现场集中签约，签约金
额达177.45亿元。

活动现场还集中开展了12个精品项
目路演，涵盖低空旅游、康养旅游、文商旅
综合体、创意休闲街区等多个类别，尽显重

庆文旅风采。
其中，路演项目之一的大足石刻文化

城，总投资300亿元，目前已投资约200亿
元，基本完成商贸南厅、文创东厅、教育西厅
等建设，拟再投资约100亿元建设大足石刻
文化城核心区——文旅北厅，规划面积5.48
平方公里，打造全国独一无二的“石刻文化
城市封面”。

为打造文化和旅游企业与项目间更为
便捷的沟通渠道，本次活动还推出了“重庆
文旅招商服务平台”线上小程序，集中展示
150 个文化和旅游项目，总投资金额超

1527.6亿元，多维度细分项目信息，打造便
捷高效的建联模式，可快速实现企业与项
目“双向奔赴”。

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副司长韦青
表示，重庆塑造“世界山水都市”“壮美长江
三峡”“多彩风情武陵”等文旅名片，取得积
极成效，未来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将
一如既往支持重庆文旅产业发展和项目建
设。

据介绍，近年来，重庆行进在旅游业
“日益成为新兴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具有
显著时代特征的民生产业、幸福产业”的发

展道路上，以前所未有的活力迈向新阶
段。数字文旅、沉浸式体验、夜经济、特色
演艺等新经济快速增长，正在加快重塑重
庆都市文旅产业结构和格局。

以本次活动为契机，重庆将建立文化
和旅游企业、项目间“信息互推、客源互送”
的宣传营销联动机制，解决落实“引客入
渝”过程中的堵点、难点、痛点，激活市场主
体投资潜能，以抱团优势凝聚发展合力，构
建重庆文化和旅游发展共同体，“内外兼
修”推动文化产业和旅游业成为富民产业
和经济发展重要动能。

重庆签约49个文旅项目 总金额达185亿元

（上接1版）
以争创“全国文化企业30强”“中国旅游集团20强”为目

标，打造一流现代企业集团，引领带动全市文旅产业高质量发
展，两大头部企业呼之欲出。

如何寻找新的增长点

整合重组后，如何聚焦主责主业，寻找新的增长点，培育新
质生产力，提升核心竞争力？

其中，重庆新华出版集团将聚焦精品图书生产、期刊集群打
造、发行业态创新，加快发展数字出版、融合出版、网络出版、对
外出版等业务集群，以内容创作生产传播为主责主业、构建出版
业全产业链，培育新亮点、新增长点。

具体来看，图书出版业务集群，将全面整合出版、印制业务
及版权运营业务，力争年出版图书“2000+种”，聚力打造一批高
质量、影响大、双效俱佳的标杆性出版精品；期刊运营集群，将打
造科普、教育、财经期刊集群，形成集报、刊、网、端、微、屏等传媒
矩阵，发展产学研相结合的研学游学业务，打造西部领先的期刊
传媒高地；印刷发行业务集群，将全面整合发行业务，通过供应
链体系资源共享，创新全民阅读服务体系，打造年营收“25亿
元+”的发行企业，保持利润率在全国新华书店中领先。

此外，新华出版集团还将统一开展文化资产运营管理，加强
大型书城、特色书店、发行网点建设，推进实体书店转型升级，进
一步发挥实体书店新场域价值、新产品价值和新服务价值。加
快业务集群拓展，以数字出版和数据服务为着力点，重点打造网
络游戏、在线教育、数字体验、大数据平台等高品质数字文化产
品和文化类数据服务项目。

重庆文化旅游集团则聚焦“文旅资源开发运营”和“现代文
旅综合服务”两大核心主业，拟实施内部专业化整合和资产盘活
处置。内部架构调整上，打造精干高效总部；资源盘活整合方
面，统筹“世界山水都市”“壮美长江三峡”两大文旅产业联盟，分
批将相关优质文旅资源整合至重庆文化旅游集团。

下一步，重庆文化旅游集团将采取项目合作、委托经营、受
托管理等多种形式，整合全市文旅资源和要素，大力推动巴蜀文
化旅游走廊建设；做强世界自然遗产和人文遗产地景区和度假
区、长江内河游轮集群、红色旅游高地、世界温泉之都等旅游精
品；有机植入市级演艺、剧院、赛事、游轮等业态要素，开发都市
沉浸式实景演艺、8D魔幻城市体验空间、多维夜景观赏系列产
品；以高品质游轮游船和沿岸精品酒店串联核心景区景点，建立

“船游三峡”“陆游三峡”产品体系，加快形成新的标志性成果。
对于未来发展规划，两大集团也明确了各自目标——
重庆新华出版集团将发挥优质资源聚合优势、战略政策赋

能优势、头部企业引领优势，持续提升创新力和竞争力，加快发
展数字出版、融合出版、网络出版、对外出版，实现文化产业迭代
升级，创建“全国文化企业30强”。

重庆文化旅游集团力争到2027年，年接待能力达到5000
万人次以上，运营旅游目的地超过50个、管理酒店规模超过
300个，培育2家上市主体，进入全国文旅企业第一方阵。

（上接1版）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重庆医院土
建工程完成，正在开展设备安装和室内精装修。

基础设施项目“加力提速”

“基础设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对经济运行发挥着
‘稳定器’作用。”该负责人表示，前10月，重庆内陆开放高地、新
型城镇化、生态环保等三大行业领域重点项目共完成投资
2560.1亿元。

内陆开放高地建设走深走实，前10月，重点项目完成投资
1161.2亿元。其中，铁路重点项目完成投资超300亿元，同比增
长14%，成渝中线、渝万、成达万高铁总体形象进度分别达到
32%、35%、38%；港口航运重点项目完成投资33.5亿元，同比增
长4.9%，嘉陵江梯级渠化利泽航运枢纽首台机组投用，累计发
电6020万余度，整个工程将于2025年上半年完工。

新型城镇化建设落实见效，前10月，全市重点项目完成投
资1307.3亿元。其中，城市路桥隧重点项目完成投资153.3亿
元，投资进度118.5%，蚂蟥梁立交改造项目正式通车，嘉南线连
接道项目完工具备通车条件，快速路一纵线科学大道二期完成
总工程量的85%。能源保障重点项目完成投资345.6亿元，同
比增长19%，合川双槐电厂三期于10月29日实现开工，装机规
模达到210万千瓦；华能两江燃机二期项目推进主体工程施工，
第一台发电机组进入设备安装调试阶段，建成后将优化全市电
力供给结构，提高电力保供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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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崔曜）近日，在距离新疆
哈密市伊吾县淖毛湖镇约100公里的戈壁滩上，“疆电入渝”哈密
—重庆±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以下简称“疆电入渝”工
程）新疆段最后一场导线展放完毕。至此，“疆电入渝”工程新疆
段线路贯通，成为工程沿线五个省份中首个线路贯通的省份。

“严寒天气多、风大，山区环境多变、交通不便，山区无法机
械化施工，材料运输困难。这都给施工带来了不少困难。”该工
程现场技术专责褚忠凯介绍说，“人重压秤，塔重扛风，为了更好
应对大风天气，我们在风速为35m/s的风区塔重增加5.5%，在
38m/s风区塔重增加21%。”

褚忠凯提到，工程在重冰区采用高强度铝合金锻造的固态
模锻间隔棒，强度超普通铸造材料两倍，重量轻、抗冰能力强。

在“疆电入渝”工程的另一端——渝北换流站正全面进入土
建主体施工和电气安装高峰期。

其中，首批换流变压器日前从山东济南出发，途经7省市，
水陆联运五次换装，跨越2900余公里，抵达渝北换流站。目前，
渝北换流站本体及接地极线路全面开展放线施工，计划2025年
6月投运。

“新疆段线路贯通意味着‘疆电入渝’工程的主体建设已全
部完成，将在明年上半年完成线路的消缺和验收工作。”褚忠凯
说，该工程投产后每年可向重庆输送电量超360亿千瓦时，助力
重庆形成“一交一直”特高压输电格局，提升重庆电力供应水平。

“疆电入渝”工程
新疆段线路贯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