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孟继东 王丽萍

推动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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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川渝文旅协同发展需突破“行政
边界分割、资源同质竞争、产业联动不
足”三大瓶颈，以制度创新破解行政藩
篱，以要素整合重构比较优势，以产业
融合释放乘数效应，充分发挥区域内各
地区的比较优势，提升巴蜀文化旅游走
廊整体竞争力，打造国际知名文化和旅
游品牌。

坚持制度创新，从行政分割向协同
共治突破。制度创新是破解跨区域合作
行政壁垒的核心抓手。基于多中心治理
理论，需构建“治理架构、协调机制、保障
体系”三位一体的协同治理体系，推动政
府、市场与社会多元主体形成合力。一
是协同治理架构的分层适配。在决策层
设立川渝文旅协同发展委员会，统筹重
大规划与政策制定；在协调层组建专业
工作组，推进市场监管、数据共享、应急
联动等具体事务；在执行层推广“联合管
委会”模式，对跨区域文旅项目实行一体
化管理。二是健全市场化利益协调机
制。建立“文旅协同贡献度评估系统”，
通过客源互送比例、产业链带动效应、品
牌溢出价值等指标动态调整利益分配，
实现“谁贡献、谁受益”的精准激励。三
是强化制度保障与资金支持。制定《巴
蜀文化旅游走廊协同发展促进条例》，重
点破解跨区域文旅项目审批难、生态补
偿分配不合理等制度障碍。采用“政府
引导+社会资本跟投”模式，重点支持跨
区域文化遗产保护、智慧文旅基础设施
建设等项目，对具有示范效应的项目给
予贴息贷款支持。

促进要素整合，从资源分散向价值
共生重构。要素整合是释放巴蜀文旅
资源异质性价值的关键。要通过“空间
链、价值链、产业链”三链融合，将文化
资源转化为经济动能。一是优化空间
链，强化成都“古蜀文明体验核”与重庆

“山水都市文旅核”的双向赋能。成都
要以三星堆—金沙遗址文旅综合体为
核心，打造古蜀文明 IP；重庆要持续做
靓世界山水都市、壮美长江三峡等文旅
名片。二是升级价值链，把文化遗产活
化为经济引擎。编纂《巴蜀文明基因图

谱》，提炼“神秘三星堆”“坚韧红岩魂”
等文化IP，并推动其产业化。三是协调
产业链，跨区域高效配置资源要素。建
立“川渝文旅要素交易平台”，推动景区
经营权、文创IP、导游人才等跨域流通。

加快产业融合，从业态叠加向范式
革新跨越。产业融合是重构传统文旅
发展范式的核心路径。以新质生产力
为导向，通过数字技术赋能、跨界业态
创新与全球化品牌建设，培育新增长
极。一是创设数字文旅新场景，技术赋
能文化体验。共建“成渝文旅元宇宙创
新中心”，开发“长江三峡数字孪生系
统”，推出 AI 文化大使“巴小渝”“蜀小
蓉”，提供 24 小时智能导览服务，提升
服务效率。二是融合文旅业态新模式，
跨界联动激发活力。推动“文旅+农
业”，在川渝丘陵地区联合打造“巴蜀农
耕文化公园”，复原传统稻作场景、梯田
灌溉系统，开发农事体验研学产品；推
动“文旅+工业”，整合重庆 816 工程遗
址、成都东郊记忆等资源，推出“三线记
忆·双城密码”主题线路，利用全息技术
重现历史场景；推动“文旅+康养”，在
大巴山、华蓥山区域建设“中医药温泉
疗愈基地”，开发“巴蜀药膳”“武陵山
珍”等特色产品。三是构建区域品牌新
体系，全球化营销提升影响力。设计

“巴蜀文旅”统一标识，发布“熊猫与火
锅”品牌形象。与携程、缤客、亿客行等
平台合作开设“巴蜀文旅旗舰店”，推出

“长江文明探秘”线路，设计“非遗手作
之旅”。创新“双城节事 IP”，将重庆文
化旅游博览会与成都国际非遗节合并
为“巴蜀文化双年展”，形成“春季成都、
秋季重庆”的联动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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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斌

不久前召开的重庆市建设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工作推进大会指出，要持
续放大巴蜀文化旅游走廊辨识度影响
力，培育打造具有巴蜀特色的文旅业态
和产品。推动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
走深走实，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质
量建设的重要工作之一。重庆文化旅
游集团将秉持“大力对接四川文旅，切
实做好重庆文旅”的总体策略，发挥好
高质量建设的“实施者”、巴蜀大文旅建
设的“服务者”、区域协同发展的“带动
者”三个方面的作用，积极服务推动巴
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走深走实。

共塑巴蜀文旅品牌，彰显巴蜀文化
的丰富内涵和时代价值。牢牢把握“以
文塑旅、以旅彰文”总体要求，在巴蜀文
化旅游走廊建设中着力提炼巴蜀文化
的独特内涵，弘扬巴蜀文化的时代价
值。一是建好巴蜀“泛文化”基座体
系。深入挖掘运用重庆的巴渝文化、
三峡文化、抗战文化、革命文化、统战
文化、移民文化和四川的古蜀文化、三
国文化、民俗文化等，探寻各类文化之
间的内在联系和共同特征，构建起巴
蜀文化的整体脉络，打造同根同源的

“泛文化”基座。从丰富的巴蜀文化中
提炼出具有代表性和辨识度的文化符
号，并将其广泛应用于文化产品、旅游
宣传、城市形象设计等方面，形成具有
巴蜀特色的文化标识系统。二是打造
花开并蒂的特色文化品牌。围绕巴蜀
文化中的经典故事、传说、人物等，打
造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文化 IP，开发动
漫、影视、游戏等多种形式的文化产
品，通过现代科技手段和创意表达，让
文化IP焕发出新的活力。三是弘扬巴
蜀文化的时代价值。切实将巴蜀文化
中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
调的优秀因子融入文艺创作、文旅产
品、景区场馆、旅游线路等，提升文化感
知和旅游体验，让巴蜀文化瑰宝绽放时
代光芒，让游客在旅行中深入领略巴蜀
文化的独特魅力。

共谋战略合作平台，打造“文旅旗
舰+产业联盟”大马力发动机。积极主
动与四川文旅部门、企业等加强互动交
流、深化战略合作，与四川文旅龙头企
业联合牵头组建巴蜀文化旅游走廊产
业联盟，全力打造“文旅旗舰＋文旅产
业联盟”大马力发动机。一是牵头组建

“1+3”产业联盟。通过组建巴蜀文化
旅游走廊产业联盟和大都市文旅产业
联盟、大三峡文旅产业联盟、大武陵文
旅产业联盟“1+3”产业联盟，带动川渝
各文旅市场主体积极参与、融合协同发
展，形成有凝聚力、有责任感的联盟组
织，共同做好文旅产业链深度整合、文
旅资源创新开发、文旅爆款联手打造、
文旅客源共拓共享、文旅品牌联合推
广、文旅人才协同培养等工作，聚力推

动川渝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二是以
“五位一体”模式驱动运行。创新“文旅
协会+文旅研究院+文旅中介组织+区
县+市场主体”模式，重点聚焦文旅协
会联系政府与市场的桥梁纽带作用，文
旅研究院产学研结合的多元化机制，文
旅中介组织在产品分销和服务方面的
能动性，区县在文旅资源上的特色与差
异，市场主体投入文旅创新创业的积极
性，培育一批文旅产业链“专精特新”市
场主体，形成千行百业、千军万马投身
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的宏大局面。

共商资源整合策略，打造文旅爆款
和标志性成果。集中自身优势资源，强
化与头部企业合资合作，深入研究青
年、亲子、银发、境外、商旅等不同人群
文旅消费需求，布局巴蜀文化旅游走廊

具象化廊道、水陆空立体文旅体验、廊
内廊外文旅协调发展“三大体系”。在
市场端梳理打造成渝都市文旅走廊、成
渝古驿道文旅走廊、古巴蜀文明文旅走
廊、长江上游大河文明文旅走廊、世界
遗产精品文旅走廊、红色文旅走廊6条
特色文旅体验廊道；形成陆上有特色文
旅专列、主题站台、旅游驿站等，水上有
高品质邮轮、游船等，空中有低空观光、
无人机灯光秀、特色飞行表演等的立体
文旅体验空间；推动巴蜀文化旅游走廊
与西藏、云南、贵州、湖南、湖北、陕西等
周边区域联动发展，打造诸如“成渝古
驿道—川藏茶马古道文旅走廊”“风情
巴渝—多彩贵州文旅走廊”“三峡探秘
—荆楚文化文旅走廊”“川陕革命文旅
走廊”等，推动廊内廊外多线开花，共促

西部区域文旅协同发展。加快推动文
旅融合、城旅融合、工旅融合、商旅融
合、体旅融合、园旅融合、红旅融合、空
旅融合、交旅融合、研旅融合、会旅融
合、智旅融合“12大融合”，打造更多标
志性重大文旅项目。一是打造巴蜀文
旅目的地集群。推动打造特色亮点景
区、文化公园、主题乐园、产业园区、文
旅项目等，以联盟为纽带，推动文旅目
的地串珠成链，形成综合性文旅目的地
集群。二是打造巴蜀酒旅服务集群。
深化川渝酒店行业企业合作，构建集
采、会员、服务三大体系，引领带动区域
内酒店服务水平全面提升，共建巴蜀文
化旅游走廊“美好栖息所”。三是打造
文化创意集群。以巴蜀文化为核心，将
巴蜀文化元素转化为具有市场价值的

文创产品、文化活动和创意服务等，形
成集群化发展格局。四是打造文艺展
演集群。策划打造一系列具有较大影
响力的音乐节、民俗节、艺术展、文化展
等，培育创作一批“渝字号”“川字号”文
艺精品。五是打造数字文旅集群。打
造巴蜀文旅大数据平台，加快数字技术
在文旅产业中的转化应用，推动“惠游
重庆”“智游天府”对接连通，构建一体
化发展体系。六是打造文旅服务集
群。整合优质研发咨询机构、内容供应
商、推广媒介等，提供专业化、精细化文
旅智力服务。

共建沟通合作机制，强化“组织+
人才+资金+政策”保障。建设巴蜀文
化旅游走廊，关键在协同。一是强化组
织保障。发挥国有文化旅游集团的纽
带作用，加强与政府部门、文旅机构企
业等各方的合作与沟通，大力推进信息
互通、资源共享、渠道共建、营销共施，
持续为参与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的
市场主体提供服务。二是强化人才保
障。以市场化、专业化为目标，通过外
引内培，锻造一支懂文旅、精运营、善管
理的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铁军”；链
接文旅头部企业、科研机构，与高校等
合作，推动巴蜀文旅人才示范基地、巴
蜀文旅专家智库等建设，持续壮大文旅
人才队伍。三是强化资金保障。积极
发挥国资平台企业优势，争取专项财政
资金、文旅发展资金等支持，加强与金
融机构合作，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形成
多主体、全方位、跨领域互促融合的产
业投融资平台，为优质文旅项目拓宽融
资渠道，提供资金保障。四是强化政策
保障。凭借自身行业影响力和实践经
验，一方面，密切关注、深入研究、积极
落实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的各项政
策措施，带动市场主体共同遵循，确保
政策得到有效实施；另一方面，收集梳
理、分析研判市场端的意见建议、难点
堵点，积极建言献策，推动有利于巴蜀
文化旅游走廊建设的政策出台。

（作者系重庆文化旅游集团党委书
记、董事长）

推动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走深走实

不久前召开的重庆市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工作推进大会强调，要持续放大
巴蜀文化旅游走廊辨识度影响力，培育打造具有巴蜀特色的文旅业态和产品，实施优
质文旅资源串珠成链计划，推动文化和旅游区域协同发展。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

收官之年，也是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的关键之年。推动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走
深走实，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建设的重要工作之一。如何深化川渝合作，持
续放大巴蜀文化旅游走廊辨识度影响力？就此，重庆日报推出策划专版，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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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新智 刘家益

打造独具特色的文旅品牌是旅
游目的地获取新的经济增长点的重
要方式。川渝两地地缘相近、文化
同源，拥有丰富的文旅资源，提供了
多元化的文旅产品，吸引了大量国
内外游客，但在有效整合文旅资源，
共同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文旅业态
和产品，形成有影响力的巴蜀文旅
品牌，推动文化旅游产业向高端化、
品质化、融合化方向升级，共同构建
新时代文旅合作新格局等方面还需
要持续共同发力。

整合巴蜀特色文旅资源。一是
跨域整合自然景观与生态旅游资
源。融合长江三峡、大熊猫国家公
园、重庆武隆喀斯特等重点自然景
区及生态资源，建立跨区域协同管
理机制和信息共享平台，形成资源
调配和服务标准。制定区域统一的
生态旅游标准和保护政策，协调生
态环境、旅游和文化部门共同参与
资源整合，确保在文旅开发过程中
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
性。二是建立川渝文化资源数字化
图谱。对川渝地区的三星堆遗址、
大足石刻等文化资源进行全面普
查，建立包含地理坐标、保护等级、
文化内涵等指标的动态数据库。实
施非遗传承人驻场计划，每年遴选
部分非遗传承人开展技艺展演与教
学互动，推动非遗的活态传承。三
是保护与利用跨区域文化遗产。加
快实施《川渝石窟寺国家遗址公园
总体规划》，通过一体化布局，遴选
核心园区，设置展示节点，串联历史
传播线路，形成区域联动的遗址公
园体系。利用数字技术对安岳石窟
等文化遗产进行数字化复原，建设
数字展示中心，提升游客体验。

创新巴蜀特色文旅产品与服
务。一是打造精品旅游线路。借助
川渝文旅融合政策优势，整合重庆
磁器口古镇、成都锦里古街等历史
文化街区，打造“政策+古街”文旅
复兴带。借助成渝城市群协同发展
优势，整合大足石刻、乐山大佛等世
界文化遗产，打造“遗产+体验”文
旅走廊。借助成渝中线高铁优势，
整合潼南双江古镇、大足昌州古城

等巴蜀古镇群，打造“高铁+古镇”
文化体验带。二是融合数字化与智
慧旅游服务。整合“惠游重庆”和

“智游天府”系统数据资源，联合开
发覆盖全区域的智慧文旅服务平
台，为游客提供一站式服务。推动
线上虚拟展览和互动体验，通过
VR、AR技术为游客提供景区全景
导览、历史文化沉浸展示及在线互
动解说。三是培育“文旅+”跨界融
合业态。依托巴蜀地区丰富的农耕
文化、传统手工艺和地方美食，推动
文旅与农业、手工艺等产业跨界联
动，打造“文旅+”产业链。发挥重
庆龙兴通用机场与四川自贡凤鸣通
用机场等资源优势，打造低空旅游
环线，提供飞行体验、空中观光等服
务，创新“+文旅”综合业态。

构建巴蜀文旅品牌与市场推广
体系。一是统一品牌形象与标识系
统。利用川渝两地的历史文化资源，
组织专家调研，明确巴蜀文旅品牌的
核心定位和品牌内涵。推动两地政
府和企业联合制定巴蜀文旅统一标
识和宣传口号，并进行商标注册，增
强品牌辨识度和公信力。以磁器口
古镇、锦里古街为示范窗口，形成一
批具有标杆意义的巴蜀文旅品牌，以
供其他区域借鉴推广。二是整合线
上线下推广渠道。在成都宽窄巷子、
重庆洪崖洞等标志性景区举办非遗
活动，联动蜀绣大师现场刺绣、川剧
变脸即兴互动，打造沉浸式文化打卡
场景。利用大数据分析游客偏好，实
施分众化、定向化推广策略，针对不
同游客群体开展线上互动、直播体验
和定制旅游线路推广，实现线上线下
联动宣传。三是拓展国际文化交流
与合作。组织川剧变脸、蜀绣表演等
项目参加国际旅游展览、文化交流会
和海外招商推介活动，将巴蜀文化风
貌推向国际市场，讲好巴蜀故事。借
助共建“一带一路”、西部陆海新通道
建设等，以重庆、成都为国际交流桥
头堡，与东南亚、欧洲等地区的文化
机构、旅游企业建立合作关系，策划
具有巴蜀特色的联合展览、文化论坛
及海外推广活动。

（作者单位：重庆市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西南大学
分中心）

培育打造具有巴蜀特色的
文旅业态和产品

■谈娅 姜佳鑫

2025 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
年，也是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的关
键之年。建设巴蜀文化旅游走廊，是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一项重要
内容。川渝两地山水相依、人文相亲、
交通相连，整合川渝优质文旅资源，深
化两地文旅合作，不仅能增强巴蜀文
化旅游走廊的影响力，还能为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注入新活力。

强化顶层设计联动，构建协同发
展新模式。锚定“打造全国文化和旅
游协同发展样板”这一目标，统筹规
划，推动文旅协同发展。一是建立统
筹协调机制。坚持“一盘棋”思维，组
建文旅协同发展专班，建立统筹推进
协作机制，发挥区域协同发展联盟功
能，联合编制文旅融合互通目录，制定

“十五五”文旅发展规划，形成“一张蓝
图管全域”的顶层设计。二是优化空
间功能布局。按照“双核、三带、七区、
多线”的空间格局，坚持串点成线、串
珠成链、连线成廊，以成渝高铁、长江
黄金水道等交通廊道为轴线，串联大
足石刻、三星堆、洪崖洞等核心节点，
构建“双核驱动、轴带联动”的文旅经
济地理新格局。三是建设数字协同平
台。着眼数字文旅发展需要，共建共
享川渝两地文旅数据中心，开发“川渝
畅游”智慧服务平台，实现两地文旅数
据实时共享，打造“旅游一卡通”的智
慧旅游生态。

深化产品开发联动，培育文旅融
合新动能。系统梳理和挖掘具有历史
和文化价值的资源，彰显地方文化的
独特魅力。一是强化资源多元融合。
川渝两地要以“文旅+”为抓手，优势
互补延伸产业链，协同推动文旅与农
业、工业、体育、教育、交通等领域深度
融合、跨界联动，提升区域整体竞争
力，形成“1+1＞2”的产业集群效应。
二是优化特色产品供给。联合培育巴
蜀特色文旅地标，建设文旅赋能乡村
振兴示范片区，深化开发旅居养老产
品，丰富过境免签旅游产品，瞄准“流
量风口”打造线性产品 IP，开发数字
化文旅产品，培育更多消费新产品。
三是加大文化遗产联保。建立川渝文
物协同保护机制，深入挖掘川渝历史
文化遗迹、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俗风情

等文旅资源，开展川渝红色资源联合
保护行动，推进川渝红色资源数据库、
红色旅游精品线路建设，打造独具巴
蜀特色的文旅新场景。

创新品牌营销联动，塑造国际文
旅新形象。开展成渝双核文化旅游联
动发展研究，创新开展品牌共塑。一
是强化品牌策划协同。实施川渝文旅
新闻宣传共建共推，既着眼巴蜀文化
旅游走廊整体建设需要，统一规划文
旅重点品牌，又立足各自特色，规划各
自品牌形象和发展方向，定期进行主
题宣传、信息发布，共塑文旅品牌。二
是构建品牌传播体系。摒弃“单打独
斗”，整合宣传力量，成立“巴蜀文旅品
牌推广联盟”，建设统一的网络宣传平
台，做好宣传品牌口号征集，深化文旅
宣传营销和交流合作，实现跨区域、跨
行业、跨部门的协同推广，加大宣传力
度，提高文旅传播力和影响力。三是
打造全媒体传播矩阵。发挥互联网传
播优势，构建“两微一抖一快”新媒体
传播矩阵，协同开展线上线下舆论引
导，多维度组织采风活动，精准化开展
数字营销，联合开展主题旅游推介活
动，擦亮川渝旅游“金字招牌”。

促进市场治理联动，营造优质发
展新环境。川渝两地要强化联动，营
造良好的文化旅游市场环境。一是合
力加强市场营销。共同建设川渝文旅
统一大市场，整合景区、票务、交通等
信息资源，实现“一键查询、一码通
行”，共同发行川渝文化旅游“一卡
通”，实现景区互联、游客互送、客源共
享、政策互惠，持续激活川渝文化和旅
游消费市场。二是提升公共文旅服务
水平。联合制定《川渝文化和旅游公
共服务标准》，开展“川渝文旅服务质
量提升三年行动”，共同探索健全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建立公共文旅服务交
流机制，开发多语种智能导览系统，提
高文旅走廊建设规范化、智能化水
平。三是科技赋能驱动转型升级。发
挥“数字+”赋能作用，共同推进数字化
基础设施建设，运用数字孪生等技术
重构文化体验场景，精准匹配游客需
求，提供个性化、定制化旅游体验，让
游客感受到“科技+温度”的双重服务。

（作者单位：重庆市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重庆邮电大学
分中心）

串珠成链整合川渝
优质文旅资源

持续放大巴蜀文化旅游走廊辨识度影响力

沙坪坝区千年古镇磁器口，吸引众多市民和游客前往游玩。
记者 郑宇 摄/视觉重庆

成都锦里民俗区，游客在青砖、灰瓦的建筑物形成的街巷中游览。
记者 张锦辉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