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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2024年终盘点

“跨省组合”吸睛又吸金
巴蜀文旅走廊有这五个“新”

“周六早上重庆出发，
免费打卡资阳景区，晚上
到隆昌吃羊肉，周末轻松
玩转三个城市。”上个月，

市民张伟一家三口感受了一次“特种
兵”旅游，感觉非常棒。近年来，川渝
两地文化旅游建设成果丰硕，“宽宏
大量”、“资足长乐”文旅新IP，“百万
职工游巴蜀”、“成渝文旅一卡通”、
“巴蜀文化旅游走廊主题列车”等活
动层出不穷，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
全面起势，促进消费恢复和扩大，助
力区域经济运行好转。

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文旅
是一道必答题。跨省组合，抱团促消
费，仅2023年，有超过1亿人次川渝
“互游”，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以来，
两地聚焦重大政策、重大改革、重大项
目、重大平台，持续推进巴蜀文化旅游
走廊建设成势见效，在五个领域全面
开花，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多元化的
消费理念。

○新重庆-重庆晨报记者 王尊

川渝携手促消费
超1亿人次“互游”

9月29日，渝昆高铁重庆至宜宾
段正式通车运营，快递小哥陆大利盼
望这一天已经很久了，他一直想去尝
一碗正宗的宜宾燃面。今年国庆，陆
大利专程请了两天假，不仅吃到了心
心念念的美食，还免费玩了两个景区。

随着重庆至宜宾高铁开通，两地
文旅市场热力值拉满，在新媒体平台
上相互“喊话”，加速“双向奔赴”。早
在高铁开通前举行的2024第十三届
重庆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暨巴蜀文化
旅游走廊建设成果主题推介会上，宜
宾市委副秘书长、市文广旅游局局长
张艳丽向游客发出邀请，一杯酒、一盏
茶、一竿竹、一碗面，期待与您见“宜”
面。宜宾宠客可谓是诚意满满。自高
铁开通之日起至12月31日期间，重
庆市民凭身份证(含身份证号、身份证
地址、户口簿为重庆户籍)，可享受免
蜀南竹海、兴文石海景区门票。此外，
还升级推出200万元成渝定向文旅消
费券，用于景区景点门票、特色民宿酒
店、美食观影演艺、文创特产商品等文
旅消费场景。

迎接重庆至宜宾高铁通车，重庆
江津也提前布局，方便市民乘坐公共
交通，在江津北站枢纽配套开通6条

公交线路、长途汽车站、出租车、网约
车等多种交通方式，并通过170米的
风雨连廊同轨道交通江跳线高铁站实
现无缝换乘。

12月的四川省巴中市光雾山，冷
空气让这里瞬间进入“冰雪模式”。就
在上周，趁着这波雪景，光雾山旅游区
狠狠宠粉，即日起至2025年 2月 28
日，重庆游客可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
免光雾山旅游景区、米仓山旅游景区
门票游览。

川渝文旅互游，是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的缩影，其中，“百万职工
游巴蜀”更是将四川、重庆“两兄弟”关
系又拉近了一步。来自重庆市文旅委
数据，2023年，川渝携手促消费，有超
1亿人次“互游”，这无疑是巴蜀文化
旅游走廊建设的成果。

“资足长乐”词美
更体现历史韵味

“这次出游，就是为了‘资足长乐’
这四个字去的。”今年暑假，安徽胡先
生带着就读于南京大学历史系的女
儿，开启了一场川渝石窟石刻主题游，
他们去资阳游览安岳石刻，然后乘高
铁去参观大足石刻。“女儿觉得这四字
词不仅美，更体现历史韵味。”

川渝两地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丰
富，拥有三星堆、金沙遗址、大足石刻
等一批世界级文化遗产。2022年 5
月，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背景
下，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展改革委、
重庆市人民政府、四川省人民政府联
合出台《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规
划》，共同推进巴蜀文旅走廊建设，提
出打造国际范、中国味、巴蜀韵的世界
级休闲旅游胜地。

紧接着，两地携手推出了一些令
人印象深刻的跨省域特色文旅品牌组
合，如“宽（宽窄巷子）洪（洪崖洞）大量”

“点石（大足石刻）成金（金沙遗址）”
“资（资阳）足（大足）常乐”等，还联合发
布世界遗产、长江上游黄金水道等主
题精品线路70余条，一大批知名景点
串珠成线，吸引了大量外地游客。

“我们与资阳加快建设巴蜀文化旅
游走廊重要联结点，取得大量新成果。”
大足区文旅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

来，资阳、大足频频共振，不仅联合编制
完成《川渝石窟寺国家遗址公园（重庆
片区）总体规划》，《巴蜀石窟全集》完成
第一卷样稿，川渝石窟寺保护传承与科
技创新项目也被纳入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重大项目并持续推进，川渝石
窟保护研究中心、川渝石窟保护研究联
合实验室、川渝石窟保护利用科技创新
基地落户大足并挂牌。

此外，举办的首届大足资阳石刻
石窟主题美术作品展等10余场活动，
提升了“资足常乐”区域品牌辨识度。
今年1月~10月，大足区累计接待游客
3337.5万人次，同比增长8.33%；旅游
总收入199.9亿元，同比增长17.92%；
接待境外游客5.3万人次，同比增长
181%，文旅产业迸发出澎湃活力。

文旅一卡通
玩遍成渝60+景区

“走，到重庆逛磁器口，再去看轨
交穿楼。”成都游客何明倩到重庆“串
门”。当天，她使用“铁路e卡通”实现
了高铁“公交化”，无须购票，刷二代身
份证或扫e卡通乘车码即走，不到一
个半小时到达重庆北站，后在转乘地
铁时，何明倩又打开手机上的“天府
通”App，乘车码“秒变”重庆公共交
通乘车码，轻松实现“双圈联动”下轨
道交通的无缝换乘。

成渝两地的“同城生活”还不止这
些。今年3月27日，“川渝文化旅游
企业联盟、四川省文化旅游企业联盟
2023年会”在成都开幕。在川渝两地
文旅部门的支持下，四川省旅投集团、
重庆旅游集团、成都文旅集团推出的

“成渝文旅一卡通”面向全国游客发
行，每张卡300元，持卡游客在1年内
可免景区大门票进入成渝两地60余
家景区，包括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
地、武侯祠、杜甫草堂等多个热门景
点，有效降低了单次景区游玩成本，激
发了两地市民相互串门游、游客川渝
游的热情，持续满足消费者个性化、多
元化的文旅消费理念。

此外，实施巴蜀文脉赓续工程，
“考古中国——川渝地区巴蜀文明进
程研究”等项目取得突破；联合推进川
渝宋元山城体系、川渝盐业、蜀道申

遗；三星堆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
建成，川渝石窟寺国家遗址公园等重
大文旅项目有序推进，三苏故里等文
化旅游新地标加快建设，嘉陵江旅游
风景道、成渝古道文化旅游带等建设
也有新突破。

五年来，川渝两地在“巴蜀文化旅游
走廊建设”引领下，巴蜀旅游走廊建设硕
果累累。两地组建合作联盟36个、签合
作协议103份，联合推进3个申遗项目、
15个重大文旅共建项目，年均开展文旅
活动110项，如文艺院团互动演出、“景
区惠民游”等，还首创协同立法并实施
《川剧保护传承条例》。川渝共建资阳大
足文旅融合发展示范区，在经济区与行
政区适度分离改革方面取得新突破。“川
渝通办”文旅证照审批扩容提速。

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
呈现出“五个新”

2024年，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为契机，川渝两地热门景区游人
如织、持续升温。“巴蜀文化旅游走廊
建设成果显著，主要体现为五个

‘新’。”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委相关负责
人表示，首先是协同机制实现新路
径。2022年，《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
规划》出台以来，两省市党政联席会议
部署推动建设，全面构建“1+3+N”落
实保障体系。

其次，改革创新取得新突破。川
渝联合编制《文化和旅游区域协同发
展改革创新试验区建设方案》，创新推
动“川渝阅读一卡通”，实现两省市
125家公共图书馆、3000万册图书通
借通还。

重大项目取得新成果。实施巴蜀
文脉赓续工程，“考古中国——川渝地
区巴蜀文明进程研究”等重大项目取
得新进展。联合推进川渝宋元山城体
系、川渝盐业遗产、蜀道申遗工作。长
征、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川渝段）、川渝
石窟寺国家遗址公园、川陕片区红军
文化公园等重大文旅项目有序推进。

文化交流形成新局面。共同创建
国家级巴蜀文化生态保护区，创办巴
蜀非遗品牌大会，两地同根同源非遗
项目保护利用不断提质扩面。共同筹
备第十四届中国艺术节，持续举办“成
渝国际戏剧双城记”、川剧节等重大节
会活动，联手打造“成渝地·巴蜀情”主
题群众文化品牌，举办巴蜀合唱节、

“川渝阅读之星”、红色故事讲解员风
采展示赛等系列群众文化活动，推进
两地文化交流交融、繁荣发展。

品牌培塑实现新成效。联合开展
巴蜀文旅国际国内推广活动，推动川
渝文旅品牌火爆出圈，评选发布“寻找
成渝文旅新地标”1000余个，共同推
出世界遗产、长江上游黄金水道等主
题精品线路70余条、国际潮流消费新
场景65个，开行巴蜀文化旅游走廊主
题列车500余趟，开展“川渝一家亲、
景区惠民游”等系列推广活动，巴蜀文
化旅游走廊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国
际范、中国味、巴蜀韵更加彰显。

“渝味360碗”重庆美食集市游客
络绎不绝

巴渝非遗文创集市人山人海

一卡通实现交通无缝换乘

公共图书馆可以通借通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