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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2023世界旅游联盟世界旅游联盟··湘湖对话湘湖对话””举办举办

立足实践着眼未来立足实践着眼未来 聚焦旅业创新发展聚焦旅业创新发展
■中国城市报记者 张亚欣

“旅游自古就是传播文明、
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
现在，旅游成为人民生活水平
提高的重要指标。当今世界正
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
社会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
运共同体态势愈发凸显。”世界
旅游联盟主席张旭在日前于浙
江省杭州市举办的“2023世界
旅游联盟·湘湖对话”（以下简
称湘湖对话）上表示，在时代发
展的关键当口，从业者既要坚
定信心、决心、勇气，也要保持
韧性、耐心、定力，让旅游业成
为持续推动传统与现代交相辉
映、文旅与经济共生共荣的重
要力量。

发掘旅游业在连接世界、
提振经济、赋能产业、提升品质
与加快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潜
能，不仅是本届湘湖对话的主
要议题，更是业内长期以来关
注的焦点。

持续复苏
旅游业助力实现共同富裕

今年以来，国内旅游业强势
反弹、全面复苏。根据抽样调查
统计结果，前三季度国内旅游总
人次36.74亿，同比增长75.5%；
居民国内出游总花费3.69万亿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14.4%。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的数据更是
抢眼——8.26亿国内出游人次、
7500多亿元国内旅游收入，均
超出2019年同期水平。

“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综
合性产业之一，旅游业带动作
用明显、市场潜力巨大，是稳经
济、扩就业、保民生、提信心的

‘强引擎’‘压舱石’。”中华人民
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饶
权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旅
游业发展，持续强化政策保障、
丰富产品供给、释放消费潜力，
大力发展大众旅游、智慧旅游、
绿色旅游、文明旅游，推动文旅
深度融合，并取得显著成效。

作为重要的社会经济产业
之一，旅游业不仅能创造就业
岗位、支持环境保护，还有助于
促进不同文化的理解和包容。
本届湘湖对话现场发布了世界
旅游联盟与联合国世界旅游组
织的合作研究《旅游：共同富裕
的驱动力》报告的主要观点，以
及《2023世界旅游联盟——旅
游助力乡村振兴案例》两项重
要成果。

Destination Capacity有
限公司常务董事大卫·厄尔曼
结合其多年从业经验对《旅游：
共同富裕的驱动力》作出了解
读。他称：“旅游业不仅为从旅

行社、酒店、餐馆到手工艺者等
产业链各个环节创造就业和收
入，而且帮助振兴和推广传统
艺术、音乐、美食等地域特色，
提高人们对文化遗产保护重要
性的认识，使千人千面的多样
化旅游经济得以实现且充满吸
引力。旅游业正直接或间接地
积极支持并实现健康、教育、生
物多样性等17项可持续发展
目标，实现利益和繁荣共享。”

乡村拥有独特的生态环境
和多样的人文风貌，旅游业的
介入有助于乡村依托独特自然
景观和丰富的民族文化吸引更
多游客前来消费，并创造文化
重塑、地域重构和产业转型的
发展新契机。

“旅游业使乡村找到了一
种新的可持续发展并增加收入
的方式。”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
旅游助力乡村振兴项目全球负
责人安东尼奥·洛佩兹·德阿维
拉称，在世界的许多乡村，传统
行业已经不能提供更多新的就
业机会，旅游业则为面对这种
挑战提供了较好的解决方案，
同时保护了乡村多元的文化特
色。这些成功经验如果复制到
更多地方，有助于实现乡村经
济和文化的繁荣共享。

探索新模式
做好乡村振兴“旅游饭”

乡村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根基，也是中华文明传承发
展、永续文脉的沃土。

近年来，我国多地依托自
身优势资源，因地制宜，打造出
了百花齐放的乡村旅游产业，
创新出了各具特色的发展模
式，涌现出一大批令人向往的
乡村旅游目的地，探索出一条
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物质和精神共同
富裕的中国式乡村发展道路。

文化和旅游部最新数据显示，
截至目前已推出1597个全国
乡村旅游重点村镇，超过6万
个行政村开展了乡村旅游经营
活动。乡村旅游成为彰显各地
文化特色的亮丽名片。

“乡村振兴，有产业才能谈
振兴。”中山大学旅游发展与规
划中心教授和主任、联合国世
界旅游组织第16届尤利西斯
奖获得者保继刚在接受中国城
市报记者采访时坦言，若乡村
不具备进一步发展特色农业的
基础，而是具备旅游特色，则可
以根据自身资源情况发展旅游
业，并合理解决农民在发展旅
游业过程中的物权问题，促进
当地文化振兴与经济发展。

基于此，保继刚提出了“阿
者科计划”。云南省红河哈尼
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的阿者科
村有210年历史，因其保存完
好的“四素同构”生态系统、独
特的哈尼传统民居聚落空间景
观和悠久的哈尼传统文化底
蕴，成为云南红河哈尼梯田申
遗的5个重点村寨之一，同时
也是第三批国家级传统村落。

然而，在最初阶段，一些梯
田景区虽然开始收门票，但当
地农民并不知情，也没有得到
收益，出现了在梯田核心区挖
坑、盖房子以及梯田不放水等
破坏整体景观的行为。后来，
保继刚在考察中开始研究社区
参与、社区增权、制度性增权，
最后提出旅游吸引物权以及

“阿者科计划”，即将利益分红
机制与村落保护细则相互绑
定。公司每天的营业收入、存
量资金成本等财务情况公开、
透明，每天都通过微信、公示
栏、广播等3种方式，让村民知
晓并参与进来，让村民在收获
旅游分红的同时能够自发保护
传统村落，达到权利与义务的
统一，最终实现村民自主发展。

据悉，“阿者科计划”实施
以来，阿者科村累计接待游客
11.58万人次，总营收达300余
万元。现如今，在阿者科村，村
民们乐享8次分红，家家户户
吃上了“旅游饭”。

保继刚告诉中国城市报记
者，他希望借助参加湘湖对话
的契机，让更多人了解旅游吸
引物权与“阿者科计划”，让旅
游业真正促进乡村振兴，实现
可持续发展。

此外，世界旅游城市联合
会副秘书长严晗在接受中国城
市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旅游业
助力乡村振兴，应避免资源掠
夺、过度开发、破坏原有生态，
以及人为搭建没有审美且简单
复制的旅游建筑。

变革与创新
助力产业链重塑

值得注意的是，变革与创
新是此次湘湖对话的高频词汇
之一。

实际上，世界旅游经济在
疫情期间受到巨大冲击，种种
挑战带来了创新和变革。现阶
段，游客的兴趣、旅游趋势、业
界经营模式等都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在全球旅游业走向
全面复苏，市场格局发生重大
变化的时代下，旅游业如何重
塑旅游产业链格局、赋能世界
旅游经济高品质发展是业内重
点讨论的议题。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
究中心主任宋瑞看来，从中长
期来看，行业面临着变革和重
塑的需要，其中有两个重要因
素，分别是科技革命及可持续
发展。“科技革命正在重塑行
业。旅游产业的组织形态已经
从原来的条状或线状链式逐渐
走向网状、圈状，因为科技已经
渗透至各个细分行业，导致行

业整体形态发生巨大变化。”
对此，宋瑞提出：“首先，我

们需要政府的支持和引导。在
常态化的发展环境下，我们希
望政府直接干预；其次，是行业
共识，通过世界旅游联盟这样
的平台，实现直面问题、解决问
题及创造共识、分享经验对于
行业来说尤为重要；最后，无论
是长期还是短期的变革与重
塑，企业都需要不断利用技术
进行组织结构调整，最终实现
各个方面的不断创新。”

提起变革，科技是绕不开
的元素。腾讯云副总裁、腾讯
文旅总裁方腾飞指出，科技对
于文旅行业而言，是以连接、聚
拢为手段，以降本增效、保质增
收为目的，实现整个产业链生
态的迭代和进化。他称：“如
今，中国文旅产业数字化技术
出海已经实现了惊人的提升。”

《2023中国出境游趋势和
数字化报告》显示，在安全和便
利的签证基础上，社交媒体以
及数字化便利程度已经成为人
们选择出境目的地的重要因
素，94%的人更愿意在拥有移
动支付的目的地进行消费，
54%的人通过朋友圈获得出境
游的信息。

方腾飞认为，技术是沿着
产业链的发展突飞猛进的。“我
们基于过去的实践，可以在全
球产业链发展的宏观视角下做
更多的工作。”他表示，今年第
一季度，中国国内旅游预订在
线渗透率已达到60.6%，相比
2019 年提升了 21.8 个百分
点。“实际上，旅游在线预订渗
透率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目
的地文旅产业数字化水平的重
要指标。中国文旅产业的数字
化技术放在全球来看都具有非
常强的优势，因为我们拥有海
量实践，并在这个过程当中积
累了丰富的经验。”

江西婺源：
旅游富群众 美景醉游人

近日，在江西省上饶市婺源

县篁岭景区，白墙黛瓦的传统徽

派民居与晒架、竹匾上晾晒的农

作物吸引了外地游客纷至沓来。

近年来，婺源县立足发展全域旅

游，引领群众参与旅游致富，引导

鼓励群众从事民宿、农家乐等配

套产业增收，共享旅游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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