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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中共四川省委、四川省
人民政府关于大力发展文旅经济加快建
设文化强省旅游强省的意见》（川委发
〔2019〕11号）精神，推动文旅经济转型升
级、高质量发展，现结合我市实际，提出
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
党的十九大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
系列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一干多
支、五区协同”“四向拓展、全域开放”战
略部署和全省“一核五带”文旅经济发展
布局，围绕“三个一、三个三”兴广战略，
遵循事业与产业相统筹、保护与开发相
协调、融合与创新相结合、质量与效益相
统一的原则，坚持以文促旅、以旅彰文的
理念，充分释放文旅经济发展活力，奋力
推动治蜀兴川广元实践再上新台阶。

（二）发展目标。经过5年努力，实现
文化旅游深度融合、文化事业与产业繁
荣发展，“剑门蜀道、女皇故里、熊猫家
园、红色广元”文化旅游品牌享誉中外，
文旅产业成为国民经济重要支柱产业，
加快建设川陕甘结合部区域性文化中心
和中国生态康养旅游名市。

——生态康养特色更加凸显。生态
环境质量更加优良，生态康养旅游产品
更加丰富，生态康养旅游市场更加活
跃。生态、文化、康养、旅游业态互促共
融、领域不断拓展、产业优化升级，国内
一流、特色鲜明的生态康养旅游胜地基
本形成。

——文化旅游产品供给极大丰富。
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成，人民
群众基本文化权益得到充分保障。建成
天府旅游名县2个、国家级和省级旅游度
假区10个、生态旅游示范区10个、A级旅
游景区60个、文旅特色小镇30个。

——文化旅游产业实力不断壮大。
文化旅游产业结构持续优化、质效大幅
提升。文化产业规上企业数量、文化产
业增加值、旅游总收入实现翻番；总资产
和总收入均实现50亿元企业1户、5亿元
企业5户；文化旅游业对地方经济的综合
贡献率达到15%以上。

——文化旅游品牌影响力显著提
升。大蜀道、大熊猫、女皇故里等地方特
色文旅品牌加快形成，文艺精品力作不
断涌现，建成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蜀道申
遗取得重大进展，大蜀道文化旅游节和
广元女儿节影响力持续扩大。

二、打造四大文化旅游目的地
（一）大蜀道文化旅游目的地。提升

以剑门蜀道为核心的大蜀道沿线精品景
区、旅游城镇、特色村落文化和自然遗产
保护利用水平，建设核心展示区、展示带
和特色展示点。开发蜀道自驾、文化体
验、创意设计、演艺娱乐等文化旅游产
品。推广“天险蜀道、雄关剑门”文化旅
游品牌，建成世界知名自然文化遗产旅
游目的地。

（二）女皇故里文化旅游目的地。推
动武则天名人文化与城市建设、文旅产
业有机融合，壮大文化创意、影视娱乐、
休闲度假等文旅产业业态，打造武则天
名人文化城和文创之都、康养之都，建设
川陕甘结合部区域旅游集散中心，建成
国内知名历史名人文化旅游目的地。

（三）生态康养文化旅游目的地。围
绕打造大熊猫世界级文化旅游品牌，推
进生态、康养、山地、湖泊、冰雪、温泉等
文旅资源共融，促进唐家河、米仓山、曾
家山景区联动发展，建设以白龙湖、亭子
湖为重点的嘉陵江山水人文旅游区，开
发峡谷观光、养生养老、滨湖休闲、山地
滑雪等文化旅游产品，建成国内生态康
养旅游、生态科普研学、山地冰雪运动的
重要旅游目的地。

（四）红色广元文化旅游目的地。深
入挖掘红军精神、三线建设精神、抗震救
灾精神和东西部扶贫协作等红色文化内
涵，加强红色革命遗址遗迹保护，创新红
色文化表现形式，开发红色体验、研学旅
游、乡村旅游等产品，建成红色文化深度
体验旅游目的地和国内知名乡村旅游目
的地。

三、建设五大引领性重大项目
（一）建设剑门蜀道文化旅游度假

区。实施剑门蜀道剑门关国家 AAAAA
级旅游景区提质工程，建设大蜀道剑门
关旅游区、昭化古城旅游区、大蜀道博物
馆、中子铺细石器博物馆等重点项目，提
升沿线城镇、景区、村落的主题文化展示
和文化旅游服务功能，办好大蜀道文化
旅游节，加快形成观光休闲度假并重的
文化旅游产品体系。

（二）建设武则天文化旅游度假区。
整合皇泽寺、千佛崖、天曌山、凤凰山公
园等景区景点，打造成集休闲度假、森林
富氧、水疗养生、水上运动、夜游观光等
多业态的城市文化旅游度假区。加快推
进黑石坡森林康养旅游度假区建设，建
成以森林康养、温泉康养、中医药养生为
主题的城市生态会客厅。办好广元女儿
节，建设昭化女儿国，打造女性文化旅游
产品。

（三）建设唐家河大熊猫生态旅游度

假区。完善提升唐家河、东阳沟、毛寨保
护区服务设施，创建大熊猫国家公园标
准化建设管理示范区，建设青溪大熊猫
生态小镇示范社区，开发生态示范、自然
体验、科学研究等游憩体验项目，打造大
熊猫旅游产品核心体验区。

（四）建设曾家山国家级旅游度假
区。加快新华联曾家山旅游度假区、荣
乐养生谷等项目建设，实施吊滩河旅游
景区开发，推动曾家山旅游快速通道、环
线公路、风景道建设，完善旅游集散服务
体系，增加高端旅游住宿接待设施、休闲
活动设施，形成满足四季、昼夜及不同人
群的休闲度假文化旅游产品。

（五）建设川陕甘区域红色文化传承
教育基地。加快建设川陕苏区红军文化
园，提升中国红军城、木门会议会址纪念
馆、苍溪红军渡纪念馆、红军攻克剑门关
纪念园、青川地震博物馆等红色旅游经
典景区基础设施和服务水平，丰富红色
文化传承体验项目，建成川陕甘地区知
名的红军文化展示与传承基地、红色旅
游胜地。

四、实施五大文旅发展重点工程
（一）实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

程。建设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文物旅
游融合发展示范区和川陕苏区革命文物
保护利用示范区。实施武则天文化传承
创新工程。开展博物馆提升行动，加强
博物馆陈列展览、社会教育、文创开发等
工作。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加快非遗传统工艺振兴。

（二）实施地方文艺精品创作展演工
程。实施文艺精品创作、文艺精品数字
化、优秀戏剧传承等项目，优先扶持反映
广元地方特色以及具有示范性、导向性、
影响力的文艺作品创作生产。做好《中
国作家》剑门关文学奖、广元市优秀精神
文化产品奖评奖工作，搭建优秀作品多
元化传播展示平台。

（三）实施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
工程。坚持全域旅游发展理念，大力推
动文化旅游体制机制创新、规划引领、设
施建设、服务提升、产业融合、整体营销、
市场监管、环境优化，实现旅游治理规范
化、旅游发展全域化、旅游供给品质化、
旅游参与全民化、旅游效应最大化。

（四）实施文化旅游精品线路推广工
程。大力推广剑门蜀道三国游、女皇故
里文化游、温泉山水生态游、红色经典缅
怀游、最美乡村体验游五条精品旅游线
路。联合周边地市，推广蜀道文化体验
游、嘉陵江山水休闲游、红色文化经典
游、巴山蜀水生态游四条跨区域精品旅

游线路。
（五）实施文化旅游宣传推广工程。

围绕周边省会城市、高铁沿线城市、通航
城市等大力开展宣传推广活动，开拓国
内远程客源市场，培育港澳台、韩日、欧
美等地区和国际市场。发挥大蜀道旅游
联盟、川东北片区旅游合作、嘉陵江流域
文化旅游合作、川陕甘渝黔晋蒙文化“百
馆联动”等文化旅游交流合作机制作用，
实现资源互补、市场共享、共同发展。

五、推进“文化+”“旅游+”融合创新
发展

（一）推动文旅与第一产业融合发
展。结合构建"7+3"特色农业产业体系，
建设一批农旅文融合产业园区，打造“美
丽田园十乡百景”。推动农家乐向精品
民宿、乡村酒店转型升级，建设一批美丽
休闲乡村、农业公园、森林公园、水利风
景区、乡村文旅示范村。推动广元地理
标志保护产品等转化为特色文化旅游商
品。推出特色乡村演艺节目，提高乡村
文化旅游吸引力。

（二）推动文旅与第二产业融合发
展。推动109厂、三堆821生活区、荣山
矿山工业遗址、东河印制公司旧址等工
业遗址保护利用，开发工业文化旅游产
品。大力支持户外运动装备、康养智能
化穿戴设备、康复医疗器械、智慧旅游、
通用航空等旅游装备、用品制造。推动
中药材为原材料的康养产品、用品的研
发和生产。提高文化旅游商品设计和
制造水平，培育“广元造”文化旅游商品
品牌。

（三）推动文旅与第三产业融合发
展。大力发展科技旅游、体育旅游、康养
旅游、研学旅游。做靓“女皇味道”特色
餐饮品牌。推动星级旅游饭店、品牌酒
店建设，打造高品质主题文化酒店。建
设一批环境优美、个性鲜明、业态丰富的
文化旅游街区。发展“月光经济”，开发
特色夜游、休闲娱乐、灯光秀、旅游演艺
等产品。推出丰富多样的地方性文化旅
游节会活动和体育赛事。

六、培育壮大文旅经济发展主体
（一）建设天府旅游名县。坚持把文

旅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文化传承创新、生
态文明建设、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和县
域经济发展相结合，建成一批天府旅游
名县，形成县域文旅经济竞相发展的浓
厚氛围。

（二）打造文化旅游特色小镇。结合
国家、省特色小城镇建设，挖掘提升特色
文化内涵，整合自然生态、历史文化、民
俗节庆等资源，提升文化旅游配套服务，

培育文化旅游业态，塑造城镇文化旅游
品牌，打造一批文化主题鲜明、特色产业
突出、旅游功能完善、宜居宜业宜游的文
旅特色小镇。

（三）培育文化旅游企业。通过资源
整合、技术创新、兼并重组等方式，打造
集团化、规模化、品牌化的大型现代文旅
集团。推动文化旅游资产实现管理权、
经营权分离，培育一批文化旅游产业优
秀骨干企业。引进国内知名文旅企业参
与资源开发和品牌运营。加大对民营和
中小微文旅企业支持力度，培育一批有
影响力的艺术团体。

（四）建设文旅融合发展示范园区。
促进国家A级旅游景区、旅游度假区、生
态旅游示范区转型升级。强化资源节约
利用和新技术应用，丰富景区业态产品
和展示途径。推出一批符合游客消费需
求的参与性文旅体验项目。培育一批以
文化旅游业为统筹、产业融合特征明显、
对区域文化旅游发展具有示范带动作用
的新型产业园区。

七、提升文化旅游服务管理水平
（一）加快重大旅游基础设施建设。

国家 AAAAA 级旅游景区实现二级及以
上公路全覆盖，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
省级旅游度假区实现三级及以上公路全
覆盖。在国省干线公路和通景区公路增
设一批观景台、自驾房车营地等设施。
按照国家开放口岸标准加快广元机场改
造提升，推进剑阁、青川、苍溪、旺苍、朝
天通用机场建设。开辟一批新航线。

（二）提升文旅公共服务水平。补
齐基层公共文化设施短板，实施公共文
化设施达标工程、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
文化服务工程、数字文化工程，推进县
级文化馆、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创建
一批省级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
县。建成市、县、景区三级旅游集散咨
询服务体系，健全交通枢纽、城镇、景区
之间的接驳服务体系。推进交通标识
和旅游引导标识一体化配置。提升文
化旅游信息化、智能化水平。持续开展
旅游厕所革命。

（三）开展文化旅游惠民行动。持续
推行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等错时延时开放。推动
重点国有景区逐步降低门票价格，严格
落实景区门票优惠、减免政策。加大“剑
门关旅游卡”发行力度。加强对文化旅
游志愿者队伍培训管理，开展文明旅游
宣传教育，实现“处处都是旅游环境、人
人都是旅游形象”。

（四）强化文旅市场监督管理。推进

文旅市场信用体系建设，加强A级旅游
景区、星级饭店、旅行社等文旅企业动
态管理。落实安全责任制，确保意识形
态、自然生态、文物保护等重点领域安
全。强化交通、食品、卫生等重点领域
联合执法。深化文化旅游市场综合执
法改革，加强综合执法专业化、规范化、
信息化建设。

八、强化文旅经济发展保障
（一）强化组织保障。充分发挥市

文化和旅游产业领导小组职能，市级相
关部门分工负责、协同推进。把文化和
旅游发展作为各县区、市级相关部门绩
效目标考核的重要内容，作为领导班子
和干部实绩考核的重要依据。市委、市
政府每年召开 1 次全市文化和旅游发
展大会，由各县区竞争申办。市、县区
财政逐年加大文旅投入力度，支持文旅
经济发展。

（二）强化要素保障。依法依规落实
国家、省有关支持文化和旅游发展的税
收、土地和水电气等优惠政策。文旅企
业和文旅项目应缴纳的行政事业收费，
明确规定有最低标准的，按最低标准收
取。支持通过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投
资补助、贷款贴息、政府购买服务等方
式，引导各类资金参与投资文化旅游领
域。鼓励金融机构支持文化和旅游企业
抵（质）押建设用地使用权、林权等，探索
开展收费权、经营权及在建项目抵（质）
押业务，开发知识产权、应收账款、艺术
品等质押融资产品。鼓励保险机构加强
文化和旅游产业保险产品创新，开展中
小微文旅企业信用贷款和小额贷款保证
保险试点。强化文旅经济人才支撑。

（三）强化服务保障。深化“放管服”
改革，加快推进政务服务“网上办”，为文
化旅游项目提供立项、土地、注册、环评
一站式服务。打造平等竞争市场环境，
消除文旅招商企业、民营企业投资的各
类隐形壁垒。加强法治建设，依法保障
文旅市场主体和企业家合法财产不受侵
犯、合法经营不受干扰。鼓励企业家为
全市文旅经济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各县区、各部门要把大力发展文旅
经济作为事关长远的大事要事来抓，根
据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细化工作措
施，明确责任分工，完善推进机制，抓好
工作落实。市文化和旅游产业领导小
组将适时对本意见落实情况进行跟踪
评估。

中共广元市委办公室
2019年12月31日印发

中共广元市委 广元市人民政府
关于大力发展文旅经济的意见

（2019年12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