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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刊

■中国城市报记者 张亚欣

大众旅游时代，旅游度假
区的划分与发展有了更为精细
化的标准与要求。

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完成
修订《旅游度假区等级划分》国
家标准（以下简称《标准》），并
于2023年2月1日起实施。

在业内看来，新版《标准》
更加突出特色，示范引领作用
也更加精准，有利于促进我国
休闲度假旅游高质量发展，更
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
活的需要；同时，也为旅游度
假区管理部门的工作提供了
更具方向性的指引和更具操
作性的标准。

《标准》更新势在必行

且意义重大

早在1992年，《国务院关
于试办国家旅游度假区有关问
题的通知》就提出，在条件成熟
的地方试办国家旅游度假区。
经过30年的发展，我国旅游度
假区建设规模不断增长，类型
不断丰富，质量不断提升。截
至目前，全国共有国家级旅游
度假区45家，省级旅游度假区
631家。

原有《旅游度假区等级划
分》国家标准自 2011 年起实
施，在指导旅游度假区建设，推
动各地度假业态发展，促进旅
游业转型升级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

“十四五”时期，我国将全
面进入大众旅游时代，人民群
众休闲度假旅游需求不断增
加，对品质的要求也日益提
高。为进一步突出度假特色，
打造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旅
游度假产品，需要从标准上对
度假产品提质升级作出系统
化要求。因此，从 2019 年开
始，文化和旅游部组织对《旅
游度假区等级划分》国家标准
进行修订。

“一方面，老版《标准》实施
多年来，积累了丰富的实践数
据；另一方面，修订过程中，编
制团队围绕关键指标多次专门
征求意见、广泛调研、反复论
证。”全国旅游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委员王彬汕介绍，新版《标
准》着力解决对度假区认识不
清晰、重建设轻运营以及粗放
松散建设等问题。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文旅研
究中心主任邬东璠指出：“新版
《标准》和旧版《标准》从形式到
内涵，既有继承延续又有变化
发展。”他认为，新版《标准》将
引领市场，强化业界品牌共
识。在新版《标准》引领下，度
假区的建设和运营主体将进一
步市场化，度假属性将显著提
升；度假区的整体氛围和文化
内涵将进一步提高；在生态文
明、社会效益、富民增收等方面
的综合效益也将更上一层楼。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民消
费水平的提升，现阶段我国旅
游业正逐步从原先走马观灯式

的观光旅游向兼顾观光与休闲
度假的旅游方式转变。即使旅
游业受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黑
天鹅事件打击严重，但在疫情
防控常态化下，周边游、休闲
游、微度假等旅游需求仍在快
速增长。对此，相关业内人士
表示，新版《标准》的实施将进
一步深化旅游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丰
富度假旅游优质产品供给，推
动度假区高质量发展，更好满
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度假旅
游需求。

明确定义

强化“住”突出“游”

值得注意的是，新版《标
准》对旅游度假区的定义进一
步明确，即以提供住宿、餐饮、
购物、康养、休闲、娱乐等度假
旅游服务为主要功能，有明确
空间边界和独立管理运营机构
的集聚区。

“新版《标准》通过定义确
定了旅游度假区的‘集聚区’性
质，强调了丰富的度假产品在
空间上集聚为组团的要求，是
未来促进文旅产业进一步转型
升级的重要方向，也是疫情防
控常态化背景下满足游客更多
休闲度假需求的手段。”邬东璠
表示，与现有社区融合发展是
我国旅游度假目的地的显著特
征。在文旅功能相对集聚的前
提下，处理好生产、生活、生态
的协调关系，力争业态、形态、

文态三态融合，促进度假区管
理机构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
变，并带动度假区周边经济社
会发展，也是新版《标准》在促
进文旅产业升级方面所体现出
的鲜明导向。

此外，通过对比新旧两版
《标准》，中国城市报记者发现，
新版《标准》着重突出度假特
色，强化“住”的重要性，突出

“游”的丰富性。比如新版《标
准》增加了度假房型的要求，家
庭房、亲子房、景观房、主题房
等客房应达到总客房的25%以
上；增加了高质量度假型住宿
设施种类及比例要求，包括国
内知名品牌度假酒店、国际品
牌度假酒店、4星级以上旅游饭
店、甲级标准的旅游民宿、优秀
的地方品牌特色住宿设施等；
要求度假产品类型不少于5类，
在全国范围内达到优质水平的
度假产品不少于3项，提供不
少于8项休闲娱乐活动等。

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
游科学学院教授谷慧敏看来，
该标准是围绕度假来构建指标
体系的，其中重点明确了度假
产品数量，进一步加强规范了
旅游度假区内的度假产品，有
利于甄别更具吸引力、高品质
的产品。

产品具体化

文旅融合进一步显现

2018年3月，国务院机构
改革方案中通过整合文化部、

国家旅游局的职责，重新组建
文化和旅游部，不再保留原机
构。随着文化部和旅游局的合
并，文旅融合发展也成为时代
所趋。

中国城市报记者注意到，
新版《标准》中也强调了注重发
挥文化赋能作用，要求旅游度
假区充分挖掘文化内涵、利用
文化资源、突出文化特色。在
度假产品方面提出应提供不
少于2—3项（省级、国家级）文
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的度假产
品，应提供不少于1项非物质
文化遗产转化的度假产品。
在活动体验方面，提出更好利
用公共文化设施、群众文化活
动、文艺团体等文化资源丰富
度假体验，提供不少于2—3项
（省级、国家级）常态化的文化
休闲娱乐活动。住宿设施方
面提出应融入文化元素，富于
艺术性、主题性或地域性。在
餐饮方面，提出提供具有文化
特色、地方特色、创意特色的餐
饮设施、服务和菜品等。在购
物方面，提出文创产品设计、购
物场所设计与服务应体现文化
或主题特色。

“文旅融合是旅游目的地
实现全域旅游的重要途径。”中
国文化管理协会乡村振兴建设
委员会副秘书长袁帅在接受中
国城市报记者采访时坦言，文
化是旅游最好的资源，旅游是
文化最大的市场，应以旅彰文，
让旅游助力文化传承，构建新
发展格局，通过文化和旅游的
结合，实现进一步拉动内需、践
行城市更新和乡村振兴，繁荣
市场、扩大就业、畅通国内大循
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发挥

“文化+旅游”重要桥梁和纽带
作用。

在邬东璠看来，新版《标
准》注重发挥文化赋能作用，释
放了一种讯号：未来，通过文
旅深度融合强化旅游度假区
个性特质，将是旅游度假区提
质升级的重要方向，“富有文
化底蕴”或将成为旅游度假区
高质量发展的新定语。“新版
《标准》将文旅融合的要求渗
透到业态和形态的不同层
面。”邬东璠表示，从文化融合
旅游的角度，新版《标准》对文
化休闲娱乐活动、非遗转化、文
创商品等提出了直接要求，也
提出了公共文化设施及服务、
文化群体等转化为度假产品或
活动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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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舞剧原创舞剧《《信仰信仰》》在京上演在京上演

8月 2日至8月3日，由中国舞

蹈家协会舞蹈志愿者工作委员会主

办，北京尊钰文化工作室出品，北京

嘉林药业支持赞助的公益舞剧《信

仰》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上演。

《信仰》由赵帅导演、刘嘉宁编

剧，以解放军总医院苏鸿熙教授为

原型，讲述了他在新中国成立之初，

怀揣报国理想，告别故土留洋过海，

学成之后排除万难回到祖国，为我

国心胸外科医学实践奠定了良好开

端，百岁之际得圆入党梦的真实故

事。此剧是对新中国铺路人的至诚

颂歌，同时也是为喜迎党的二十大

胜利召开、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

军95周年的庄重献礼。

中国城市报记者 郑新钰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