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旅融合 走向更有诗意的远方

以旅彰文 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更加有力

以文弘业 文艺百花园更加生机盎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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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密不
可分，要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
文，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
让人们在领略自然之美中感悟
文化之美、陶冶心灵之美。

近年来，重庆大力推进文
化铸魂、发挥文化赋能作用，推
进旅游为民、发挥旅游带动作
用，推进文旅融合、努力实现创
新发展。

不断提升旅游发展的文化
含量，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
合发展，实施文创进景区行动
计划和文化展示提升行动计
划，加快文化创意产品的开发，
着力打造一批旅游商品品牌，
形成“重庆好礼”系列品牌。

不断推进世界知名旅游目
的地建设，提档升级重庆旅游景
区，丰富优质旅游供给，建设一
批有震撼力的大型旅游综合体，
培塑一批具有国际能级的龙头
旅游景区和精品旅游线路，实现
大数据、人工智能、5G技术等与
智慧旅游服务体系建设融合发
展，促进“观光游”向“体验游”、

“景点游”向“全域游”转变。
持续兴旺文旅融合驻场演

出，进一步打磨升级《魔幻之都
——极限快乐Show》等驻场演
出。聚合“两江四岸”演艺资
源，打造富有巴渝特色的长嘉
汇演艺集聚区。打造了一批新
型演艺空间，推出《印象武隆》
《重庆1949》《归来三峡》《烽烟
三国》《雾重庆》《记艺·山城》
《胡桃夹子》《扯拐儿》《逗乐坊》
等文旅驻场演出，人民群众的
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获得
感幸福感不断提升。

优化文旅融合发展环境，
推进文化旅游产品业态和营运
模式创新，建立和完善文化旅
游公共服务一体化机制，探索
旅游景区开发配套建设公共文
化设施政策，完善文化旅游融
合发展工作推进机制。

围绕中心工作科学布局文
旅融合发展空间。围绕建设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国家战略，
以巴蜀文化为纽带，共建巴蜀
文化旅游走廊。围绕“一区两
群”协调发展战略部署，推出主

城国际都市旅游目的地、渝东
北长江三峡国际黄金旅游带、
渝东南武陵山区文旅产业融合
发展示范区等建设方案，因地
制宜推动文旅发展。

不断提升城市国际影响
力，抓住“一带一路”、长江经济
带发展、西部大开发、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等重大战略契
机，积极参与实施中华文化“走
出去”工程、中华文化海外推广
工程等国家级项目；建成西部
国际传播中心，大力推介重庆
特色文化；高水平建设西部国
际传播中心，打造国际先进、国
内一流的综合性传播专业平
台，形成“1+3+41”的全市一体
化国际传播矩阵。

进一步完善现代化治理能
力，持续提升游客满意度，推动
文化和旅游市场规范有序、繁
荣发展。2017年以来，游客满
意度位居全国前列。

截至目前，我市注册文化
市场主体达到 13.6 万家，比
2017年初增长4.7万家。规模
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1091
家，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总资产
规模3238.66亿元。建成国家
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1个、示范
基地7个，市级文化产业示范园
区（基地）116个。全市旅行社
达到761家，其中出境游旅行社
92家。2021年，实施市级重大
文旅项目86个，全市文化旅游
投资总额（全口径）1740亿元。

创建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
示范城市1个、国家文化和旅游
消费试点城市5个、国家夜间文
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6个、市级
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7
个，重庆市连续两年位居“中国
西部省市文化消费指数”综合
指数榜首。

全市乡村旅游接待人次和旅
游收入近年来年均分别增长15%
和23.5%。目前，全国休闲农业
与乡村旅游示范县（区）累计达12
个、示范点23个，创建全国乡村旅
游重点镇3个、全国乡村重点村6
个、市级乡村旅游重点村44个。

“山水之城·美丽之地”正
在让人民生活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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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者，贯道之器也。
立足重庆美术馆，远眺两

江交汇，水天一色，泼墨成画。
“四轶风华·传薪惟艺”重

庆画院建院40周年作品展正在
这里举行。展览汇集了晏济
元、冯建吴、张民权、苏葆桢、牛
文、江碧波、罗中立、侯宝川等
110位艺术家的113件作品，涵
盖国画、油画、版画、雕塑、水彩
等多个类别。

“早就知道重庆是‘中国
现代美术的摇篮’。这些作品
不仅勾勒出当代重庆美术界

的艺术面貌，也在一定程度上
展现出重庆文艺百花园的繁
荣景象。”四川美术学院学生
张欣雨边欣赏画作，边发出由
衷赞叹。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
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
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近年
来，重庆坚定文化自信，推动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
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用昂扬
的旋律、生动的笔触、精湛的艺
术，奏响一曲曲荡气回肠的时

代之歌、爱国之歌、人民之歌，
用文化凝聚奋进力量，把故事
讲进人民心里。

全市文艺作品获得全国性
重点奖项100余项，新创舞台
艺术重点剧目20余台，生产电
视剧25部、网络动画片6部。
其中，歌剧《一江清水向东流》、
话剧《天坑问道》、杂技剧《一双
绣花鞋》成功首演，舞剧《绝对
考验》成功试演，电视剧《黑土
热血》《娘亲舅大》《回家的路有
多远》《家道颖颖之大考2020》
相继登陆央视，魔术《仙豆
（the fairy beans）》获中国魔
术界最高荣誉“金菊奖”，电视
剧《绝命后卫师》《共产党人刘
少奇》《麦香》、广播剧《宝贝回
家》《“事儿妈”宋小娥》获中宣
部“五个一工程”奖，《海棠依
旧》等5部电视剧获“飞天奖”

“金鹰奖”，纪录片《记住乡愁
（第三季）》《城门几丈高》《长江
之恋》获“星光奖”。

扎实抓好红岩革命文物保
护传承工程、长征国家文化公
园（重庆段）建设，红岩文化公
园首期项目建成开放，抓实三
峡文物保护、川渝石窟寺保护
等重点工程建设。三峡文物科
技保护基地建成对外开放，故

宫南迁纪念馆建成迎客，非遗
博览园（非遗博览馆）建设项目
取得实质性进展。举办 2021
中国原生民歌节。红岩革命文
物承载的红岩精神成为第一批
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
伟大精神。

全市每万人拥有“三馆一
中心”面积666.9平方米，超过
全国平均水平，其中文化馆达
国家一级馆率为95%，位居全
国第二、西部第一；博物馆111
家，其中免费开放96家。“三馆
一中心”免费开放年服务群众
达7200万人次以上，年均开展
流动文化进基层3.3万场次，打
造了乡村文艺会演、广场舞大
赛、国际街舞大赛、“阅读之星”
市民诵读大赛、“红岩少年”读
书活动等多个群众文化品牌活
动，《占座》《一分不能少》《龙把
子》获得群星奖。

2021年，全市实现文化产
业增加值1057.11亿元，增速为
8.9%；全市实现旅游产业增加值
1076.09亿元，增速为9.9%。在
疫情影响下保持了持续健康发
展。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的
比重由2017年的3.1%提高到
2021年的3.8%，对国民经济增
长的贡献逐年增大。

旅游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
的产物，日益成为一种生命体
验和生活方式。旅游业是经济
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俱佳
的阳光产业，也是创造美丽、传
播美丽、分享美丽的美好事业。

近年来，重庆旅游业牢牢
把握“山水之城·美丽之地”目
标定位，展现重庆“城在山水
间、山水在城中”“有山有水、依
山伴水、显山露水”的独特魅
力，彰显生命之美、生活之美、
人文之美；牢牢把握“行千里·
致广大”价值定位，展现“诗”和

“远方”的结合，让人们通过旅
游获得审美上、心灵上、精神上
的享受，达到“天人合一、知行

合一”的境界。
紧扣重大战略，构建形成

“1+N”规划发展体系，全力构
建主客共享、近悦远来的美好
生活空间发展格局。推进成渝
城市群一体化发展，联合四川
协同国家发展改革委、文化和
旅游部编制《巴蜀文化旅游走
廊建设规划》，发起成立巴蜀文
化旅游推广联盟、川渝非遗保
护联盟等，成功举办首届巴蜀
合唱节等品牌活动，助力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推动渝鄂长江三峡区域旅
游协调发展，连续两年举办长江
三峡旅游一体化宣传营销大会，
共推长江三峡旅游品牌提升和

市场拓展，共同打造长江三峡国
际黄金旅游带。着眼全市“一区
两群”协调发展布局，纵深打好

“三峡、山城、人文、温泉、乡村”
五张牌，着力打造“大都市、大三
峡、大武陵”三大旅游品牌。

不断优化文旅品牌营销推
广，全面唱响“山水之城·美丽
之地”“行千里·致广大”，先后
组织180余个团组1200余人次
赴近60个境外重点客源市场举
办一系列文化交流和旅游推介
活动，重庆城市形象宣传推介
连续两年亮相纽约时报广场新
年倒计时活动。成功推出两季

“双晒”大型文旅推介活动，累
计阅读量62.5亿次；开展“打卡
巴渝美景”全媒体推介活动，传
播受众14.56亿人次；“巴山渝
水踏歌行”快闪推广活动，传播
受众近6亿人次等。

运用互联网思维、物联网
技术，建成重庆市智慧文旅广
电云、“巴渝文化云”等云平台
并上线运行。文化和旅游部数
据中心重庆分中心、重庆智慧
旅游研究院挂牌成立，旅游公
共信息服务体系基本建成。完
成重庆智慧文旅广电云平台一
期建设并上线使用，接入文旅
场景400多个。

加强政策扶持引导，全力
应对疫情影响，推出疫情期间
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政策、银
行业金融机构支持文化产业和

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措
施、支持文旅企业复工复产和
生产经营的政策措施等，暂退
全市旅行社旅游服务质量保证
金，举办重庆文化产业和旅游产
业金融专场对接会，帮助文旅企
业获取各类资金近100亿元。

推动旅游景区、旅游度假区
品质全面升级，推出新景区景
点、特色旅游线路产品，发布红
色旅游精品线路20条，推动文
物保护单位、博物馆、美术馆和
非遗传承体验中心（所）纳入旅
游线路，打造乡村旅游线路。持
续举办“重庆好礼”旅游商品（文
创产品）大赛和展销系列活动。

截至目前，全市A级旅游
景区达到271个，其中5A级景
区10个、4A级景区131个；建
成国家级旅游度假区2个、市级
旅游度假区23个；拥有全国领
先、世界一流的长江内河邮轮
34艘，其中五星级邮轮24艘，
达到五星级标准的豪华邮轮8
艘；探明温泉矿点不少于220
处，建成并营业的温泉旅游项
目40余个；全市星级饭店148
家，其中五星级饭店28家。

重庆被国际权威旅行杂志
评为“世界十大旅游目的地”

“全球十大最具发展潜力的旅
行地”，成为全国首个播放量过
百亿级的“抖音之城”，央视新
闻报道重庆是“最宠游客的城
市”。柏联酒店温泉泡池柏联酒店温泉泡池

杂技秀《魔幻之都・极限快乐Show》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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