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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张亚欣

川渝文化旅游合作进一步
深化。

日前，在巴蜀文化旅游走
廊建设专项工作组第七次联席
会（以下简称联席会）上，四川
省内江市、资阳市，重庆市永川
区、大足区、璧山区、铜梁区以
及荣昌区成渝古道中部沿线的

“两市五区”文旅部门共同签署
了《成渝古道文化旅游区域协
作备忘录》，这也标志着川渝共
建成渝古道文化旅游带迈出了
第一步。

打造成渝古道文化旅游
带，沿线城市有何得天独厚的
地缘优势？川渝如何平衡一体
化发展与差异化竞争的关系？
如何发挥川渝优势，特别是在
文化延续下功夫，让文化旅游
带效能真正实现“1+1＞2”？

先天地缘优势：
巫山峡内是一家

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展
改革委、重庆市人民政府、四川
省人民政府于去年联合印发的
《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规划》
（下称《规划》）明确提出，以重
庆主城和成都双核为驱动，以
成渝古道、长江上游、成绵乐三
条旅游带为串联，以“五横五
纵”多条旅游支线为骨架，串接
生态旅游大环线，推动七个特
色旅游区合作联动发展，共同
构建“双核、三带、七区、多线”
的空间格局。

“关起巫山峡，巴蜀是一
家。”当年郭沫若参观重庆市博
物馆“巴蜀文物陈列”后题写了
这句诗，概括了川渝两地文化

和地缘的统一性。
巴蜀自古山水相连。成渝

古道作为古时成都和重庆之间
的陆路交通要道，在灿烂的历
史长河中，承载着两地人群往
来、商贸互通的活动形式，也承
载着巴蜀文化交汇、血脉交融
的地缘羁绊。

据联席会上公开的信息，
成渝古道主要包括“东大路”和

“东小路”。其中，东大路从成
都出发，经雁江、资中、内江、隆
昌、荣昌、永川、璧山等地进入
重庆主城区；东小路从成都出
发，经乐至、安岳、大足、铜梁、
璧山等地进入重庆主城区。

从地理上看，成渝古道自
西向东依次跨越成都平原、川
中丘陵、川东平行岭谷三大地
貌单元，并通过沱江水相连，沿
途自然景观丰富。

四川旅游规划设计研究院
设计院院长顾相刚介绍，成渝
古道沿途拥有龙泉山、缙云山、
中梁山，三岔湖、白云湖、响水
滩，以及龟亭岛、猫儿峡、金刚
沱、朱杨溪、石笋山等山水资
源。“根据前期梳理，成渝古道
沿线现有国家5A级旅游景区
1处，4A级旅游景区36处，省
级旅游度假区3处，旅游资源
丰富。”顾相刚说。

“成都是中国西南地区的
交通和经济中心，拥有丰富的
历史文化遗产和旅游资源；重
庆是中国西南地区的重要城
市，也是长江经济带的重要节
点，具有独特的自然山水风光
和红色文化资源。”浙江大学城
市学院文化创意研究所秘书长
林先平在接受中国城市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成都与重庆就是
巴蜀城市群的两大中心，是巴

蜀城市经济文化圈的“双子星
座”。两地相距不远，交通便
利，因而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文
化旅游带。

协作发展 互补共赢

基于成渝古道的地理空间
和资源分布，在推进成渝古道
文化旅游带建设中，联席会提
出了将总体推进“一带两道四
段”的旅游发展空间格局建设：

“一带”即成渝古道文化旅游
带，“两道”则是在原“东大路”
和“东小路”基础上建设内涵丰
富的文化旅游风景道，“四段”
主要包括天府段、资大段、川中
段、巴渝段。

当下，如何平衡沿线川渝
城市一体化发展与差异化竞争
的关系，成为推进成渝古道文
化旅游带建设的关键所在。

农文旅产业振兴研究院常
务副院长袁帅在接受中国城市
报记者采访时建议，一方面，加
强区域合作，共同制定发展规
划和政策，促进一体化发展；另
一方面，发挥各自优势，实现错
位发展，避免同质化竞争。“比
如成都可以发挥其作为四川省
会城市的优势，重点发展高端
服务业和文化产业；重庆则可
以发挥其作为直辖市的政策优
势和地理优势，重点发展旅游
业和制造业。”袁帅说。

林先平称，成渝古道沿线
城市可以通过一体化发展与差
异化竞争相结合实现互补共
赢，引领各领域改革创新向纵
深推进，加强产业协作互补打
造数字产业新高地，构建跨区
域“同一标准办一件事”的市场
服务系统，加强污染跨界协同

治理，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
革，形成整体独特的文化旅游
产品核心品牌，提升整个区域
的知名度和竞争力，从而吸引
更多的游客和投资者前来，推
动经济协同发展。

实际上，近年来，川渝两地
在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引领
下，已签订各层级合作协议
100多份，成立联盟近30个；特
别是今年以来，两地加速推进
14个重大在建文旅项目，已陆
续完成投资超23.5亿元。“宽洪
大量”“资足常乐”“七星揽月”

“美石美刻”等一批川渝文旅组
合高频互动，让游客耳目一新，
建立了一定的品牌基础。

下好“一盘棋”
实现“1+1＞2”

其实，文旅廊道由来已
久。廊道原是景观生态学概
念，主要作用是分割或连通单
元空间。廊道大致经过了公园
路、绿道、风景道、遗产廊道、文
化线路等阶段的演变。文旅廊
道则是针对文化廊道旅游开发
出现的新思路，是整合区域旅
游资源、推动旅游联合发展的
重要拉力。

纵观全球，跨区域建设文
旅走廊并非新课题，比如美国
66号公路、蓝岭风景道以及欧
洲环阿尔卑斯山旅游带等都堪
称经典案例。

联席会上，文化和旅游部
资源开发司二级巡视员梅山表
示，川渝要联合出台更加具体
的建设方案，厘清任务，分步骤
推进，尤其是在文化延续上下
功夫，融入文物保护、体育、交
通、研学、科技等多元要素，破

解跨区域合作打造线路的难
题，以成渝古道文化旅游带建
设促进成渝地区中部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

如何更好发挥川渝优势，
让成渝古道文化旅游带效能真
正实现“1+1＞2”？

科技部国家科技专家库专
家周迪在接受中国城市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川渝可以深入挖
掘和传承沿线城市文化，打造
具有特色的文化旅游产品，不
断提升旅游服务质量和水平，
向游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
同时，还需加强宣传和推广，提
升文化旅游带的知名度和影响
力，并创新合作模式，加强两地
间的交流和合作，实现资源共
享互利共赢。

此外，袁帅建议，应加强人
才培养和引进，为成渝古道文
化旅游带的建设与发展提供强
有力的人才保障。

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
书记、厅长戴允康表示，下一步
将重点梳理沿线资源，推进建
立合作联动机制，常态化推动
主题营销宣传、沿线旅游产品
提升、廊道旅游基础配套设施
完善等工作，重点针对公共服
务、标识标牌、服务驿站建设等
制定统一的实施方案。“要强化
古道沿线‘一盘棋’，让文旅产
业发展最大程度惠及沿线地
区，为助推成渝地区中部崛起
作出更大贡献。”戴允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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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济南：
雪中泉城美如画

日前，山东省济南市

迎来降雪天气，趵突泉、护

城河等景区银装素裹，分

外美丽。图为济南护城河

景区雪景。

中新社发 徐 舟摄

文旅部：
做好三方面工作进一步
释放旅游消费潜力

本报讯（记者张亚欣）近
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就加快
建设文化强国、推动文化和旅
游高质量发展举行了新闻发
布会。

会上，文化和旅游部副部
长杜江表示，今年的旅游市场
的确可以用火爆来形容。今年
前三季度，根据统计数据看，国
内旅游达到36.7亿人次，实现
旅游收入3.7万亿元，同比分别
增长75%、114%。居民旅游需
求得到集中释放，居民出行大
幅度增加；在带动相关消费扩
大的同时，也促进了经济复苏。

针对进一步释放旅游消费
潜力，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杜江表示，下一步，文化和旅游
部将着力做好三方面工作：优
化政策环境，解决堵点难点；推
动产业融合，创新产品供给；建
好平台载体，加大惠民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