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新的历史起
点上继续推动文化
繁荣 、建设文化强
国、建设中华民族现
代文明，要坚定文化
自信，坚持走自己的
路，立足中华民族伟
大历史实践和当代
实践，用中国道理总
结好中国经验，把中
国经验提升为中国
理论，实现精神上的
独立自主。

——2023 年 6
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
谈会上的讲话

我反复强调，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
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
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
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
站稳脚跟的根基。我们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
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
化，推动了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

——2022年5月27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
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
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
信，围绕举旗帜、聚民
心、育新人、兴文化、展
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
强国，发展面向现代化、
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
会主义文化，激发全民
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精神力量。

——2022 年 10 月
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
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成都是四川文旅经济发展核心区，拥有得
天独厚的文旅资源优势：深厚的历史文化底
蕴、丰富的生态资源禀赋、独特的旅游资源禀
赋，城市旅游竞争力稳居全国副省级城市前
列。作为首批“中国最佳旅游城市”“中国农家
乐旅游发源地”“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示范城
市”等，成都旅游业综合实力持续位居全国第
一方阵，展现出强劲的发展活力和广阔的市场
前景。当前，成都正以创新为引擎，通过文化
焕新、业态升级和服务优化，打造独具魅力的
文旅体验三大维度，构建文旅产业新格局，正
加速迈向世界级文旅名城，为全球游客提供独
具魅力的“天府体验”。

一是文化焕新，激活千年基因。成都巧妙
融合传统与现代，让文化遗产焕发新活力。传
统民俗焕新，都江堰放水节将古法祭祀与现代
舞台艺术结合，再现截流、围堰、放水等历史场
景，将水利智慧展演打造为沉浸式文化盛宴，
吸引游客数万。文旅演艺赋能，热浪飞行银河
左岸音乐节创新推出以无人机矩阵编队和AR
互动形成跨界艺术表达，吸引超6万观众，其中
外地游客占比87%，带动文旅综合消费高达1.2
亿元。消费场景创新，崇州油菜花田、龙泉山
桃花林等区域，推出“花田围炉火锅”“低空飞
行赏花”项目，搜索量同比增长645%，带动民宿
预订率超80%。

二是业态升级，构建多元体验。成都已形
成“观光+度假+专项”的复合型旅游产品体系，
拥有93家A级景区、196家博物馆及10万种文
创产品，蜀绣、竹编等“成都礼物”多次作为国
礼赠予外宾。新业态蓬勃发展，乡村旅游、工
业旅游、研学旅游等多元模式丰富游客体验。

“新旅游·潮成都”“最成都·生活美学新场景”
“数字尖端”“天府绿道”等一批文旅新场景催
生。建成演艺类场馆（所）185个，2024年开展
各类演出超2万场，带动消费约63.5亿元，“跟
着演出来旅行”的“演艺经济”成为新增长点。

三是服务优化，提升游客体验。持续做好旅
游产品售后服务工作，开展首席质量官、标杆服
务员等行业示范。推行“消费冷静期”“先行赔
付”等创新惠民举措，加速提升涉旅投诉处理效
率，游客满意度持续提高。实施旅游“信用+”工
程，制定诚信景区等系列标准，评选一批诚信景
区、酒店、旅行社，推进“博物馆文字友好”提升行
动，对文字信息开展适老化与儿童友好改造。

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
引领，不断提升全民族的精神素
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
下，利益多元化、价值多样化的现
实中，必须坚持社会的整体利益。
维系这个整体利益的关键就是坚
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民
族必须有一个精神支柱，这个支柱
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化
的发展总是为建设国家现时代的
核心价值体系服务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拥有以前任何社会所没
有的全新的核心价值体系，具有先
进性、感召力和吸引力。

要不断丰富精神文化产品，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
活需求。要提供健康向上的文化
产品，严禁低俗文化产品，大力生
产高雅文化产品。同样，文化消
费需要加强引导。首先，要培育

积极健康向上的文化消费观念。
文化产品的消费必须有利于人们
的身体素质、科学文化素质、思想
道德心理素质的提高，有利于人
的全面发展。其次，倡导合理的
文化消费，使文化真正成为我们
民族创新力源源不断的源泉。再
次，文化消费要嵌入消费者的心
灵，并使文化所蕴含的德操、智慧
和力量化入消费者的灵魂深处，
这样文化才真正发挥其积极效
能。文化发展的目的，归根到底
是为了提高国民的素质，也是着
眼于未来的战略性收益。

要善于吸收优秀文化成果。
文化保守性和文化自卑感都会导
致历史虚无主义。克服文化自负
感，就要善于吸收世界各国创造
的优秀文化成果，以体现当今中
国文化所具有的包容性。克服文

化自卑，就是要吸收中国传统文
化的精髓，并且实现创造性转化
和创新性发展，使优秀传统文化
顺利成为当今中国社会主义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

要坚持走国际化发展之路，
提高中国文化产业的国际地位。
文化发展必须融入全球化的进
程，这是文化产业发展不以人的
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文化产
业不仅要立足本国，而且必须面
向世界。要在全球化的市场框架
中构思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规
划，实施走出去战略，积极利用国
内、国外两种资源，培育、开发国
内和国外两个市场，努力开拓文
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出口渠道；
充分利用中国丰富的民族文化资
源，加快发展自己的特色文化产
业，主动参与国际竞争，在竞争中
变得强大起来。

要增强文化竞争力必须打造
文化品牌，特别是要采取国际化
的文化产品制作、传播方式来打
造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文化品
牌产品。文化品牌既是文化企业
的无形资产，也是民族文化走向
世界的窗口。在激烈的文化产品

竞争中，中国文化产业要努力打
造民族文化品牌，多创作、多生产
出既有艺术品位又有市场需求的
文化产品。要扶持有发展潜力的
大中企业，做大做强一批对外交
流的文化品牌，把反映中华民族
特色与当代中国风貌的文化产品
及服务尽可能多地推介到国际市
场和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交流中。
只有展现中国文化特色、中华民
族特色的文化品牌才能够抢占世
界市场高地。

要加快构建中国知识叙事体
系。民族之所以能够形成民族或
者说形成民族认同，归根到底是一
定历史阶段内相关的整套的文化
特质建构起来的一种集体性身份
的认同。文化特质是民族身份的
具体载体，它构成了一个民族的精
神世界和行为规范并以特有的形
式表现出来。文化主体性以强大
的物质文明作后盾往往得以很好
地维护。维护文化主体性也能够
更好地进行对外文化传播和与世
界各民族文化进行交流。

（作者单位：同济大学当代中
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新疆师范
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中国是一个文化资源大国，
源远流长、底蕴深厚、博大精深的
中华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共有
精神家园，而且它也同样滋润了
世界其他民族，是世界其他民族
的精神养料。但是，文化资源大
国并不天然就是文化软实力大
国。文化资源要成为文化软实

力，还需要有一个转化过程和国
家的转化能力。要始终在坚定文
化自信中来建设文化强国，坚持
文化自觉，要“各美其美，美人之
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各美其美”就是对本民族的
传统文化、民族文化要有一种欣
赏态度和传承的责任感、使命

感。中华文化发展到今天是历史
继承性与实践创新性的结合。文
化没有历史继承性就丧失文化的
根脉；文化没有实践创新性就丧
失文化的生命力。换言之，“各美
其美”就是要坚持文化继承性与
创新性的统一，也意味着对中华
传统文化要坚持创造性转化和创
新性发展。“美人之美”就是指世
界各民族在其历史发展中都会创
造出一些优秀的文化成果，作为
他者，要认识到这些文化成果的
重要意义。因而，也同样需要持
欣赏的态度。所谓“美美与共”就
是指不同民族创造的优秀文化可
以互学互鉴，从而使世界在多样

文化的交融中向前发展。由此可
见，“美美与共”既是一种对待异
质文化的态度，也是一种促进文
化发展的方式。以上三个方面的
目的就是“天下大同”，“共建共治
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坚定文化自信的目的对外是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但首先是
共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党
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建设社会主
义文化强国，必须发展面向现代
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
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
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
神力量。

要始终在坚定文化自信中来建设文化强国，坚持文化

自觉，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坚持文化自信 共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大意义在于：这一重要思想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作出了

原创性贡献，有力引领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展开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

展，为新征程上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科学行动指南。

□胡键 阿丽努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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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

创新驱动文旅融合 加速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建设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和旅游工作的重要论述及指示精神，成都提出：加快建设文化旅游强市，打造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

地。这一战略目标的提出，不仅为成都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推动全省乃至全国文旅经济转型升级提供了重要示范。

在全球文旅产业加速变革的背景下，成都
建设世界级文化旅游目的地的核心在于构建创
新驱动的旅游产品体系。基于“文化自信、以人
为本、国际视野、市场导向、跨界融合”五大原
则，需要建立“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社会协同”
的创新机制，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
求侧精准管理，整合特色文旅资源，打造多层
次、全领域、特色化、多元化的旅游产品矩阵。

优化供给结构，赋能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
设。培育高能级旅游品牌体系，打造以世界自然
与文化遗产游、大熊猫生态文化游、古蜀文明探
源等为代表的世界旅游目的地主题线路，为游客
提供更加多元化、高质量的旅游体验。针对入境
游客需求特点，重点推出“熊猫之都体验之旅”

“天府文化发现之旅”“山地户外探险之旅”“美食
美酒品鉴之旅”“医学养生健康之旅”“动漫电竞
潮玩之旅”六大主题产品，丰富国际化产品供
给。全面推进景区、酒店国际化改造升级，打造
低碳环保示范酒店，优化入境签证便利化服务，
提升重点区域多语种服务水平，构建现代化旅游
支付体系和国际化旅游信息服务网络。

强化要素整合，促进旅游产品多元化发
展。坚持文化引领、创新驱动，将天府文化元素
深度融入“吃住行游购娱”旅游全产业链，重点
大力发展美食旅游、文博旅游、旅游演艺等业
态，推动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双向赋能。完善
旅游基础设施配套，构建高效便捷的旅游公共
交通网络，提升国际旅游枢纽功能。大力推进
科技赋能文旅发展，提升文旅设施数字化水平，
培育数字文化、智慧旅游等新业态，优化整合

“云游锦官”、掌游成都、“文化天府”公共文化云

等数字服务平台，不断提升旅游产品科技含量
和体验感。深化区域旅游协作发展，通过旅游
风景道建设串联沿线自然风光、历史建筑、民俗
村落等特色资源，带动沿线相关旅游要素发展，
构建区域旅游环线，形成规模效应。创新打造

“美食+旅游”“赛事+旅游”“演艺+旅游”等融合
发展新模式。

精准对接需求，实现产品供需高效匹配。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强化产品周期互补。积极
开发反季节性旅游产品，延长产品销售时间，拓
展旅游客源市场。大力培育发展乡村文旅、体
育文旅等新模式新业态，在夜间文旅消费聚集
区、旅游休闲街区等推出沉浸式演艺、AI智慧旅
游等旅游消费场景，实现“淡季不淡”“旺季更
旺”。加速产品更新升级，精心设计开发、更新
升级换代旅游产品，提前培育并及时推向市场，
不断吸引原有客源市场、开拓新兴客源市场。
加强精准营销推广，实施精准营销计划，延长游
客停留时间、提高设施利用效率。

强化品牌建设，提升国际影响力。擦亮成
都文旅金字品牌，持续提升“熊猫之都”“天府之
国”等核心品牌价值，重点培育大熊猫、都江堰、
杜甫草堂等文化IP，打造都市休闲游、蜀道文化
游、大熊猫研学游等区域旅游品牌，提升成都旅
游显示度、识别度。创新城市形象推广方式，突
出“巴适安逸”烟火气和“创新活力”精气神的双
重特质，不断提升成都文旅IP的影响力和吸引
力。持续策划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爆款活动及营
销话题活动，不断提升城市美誉度和吸引力，扩
大在全国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作者单位：四川旅游学院）

当前，成都旅游业正处于总体趋势向好、
消费需求具备、转型发展迫切的关键期。

总体趋势向好。旅游产品作为旅游业发
展的核心要素，是满足旅游者精神文化需求的
重要载体。纵观我国旅游产品发展历程，经历
了从政治接待到市场化运营、从单一观光到多
元体验、从规模扩张到品质提升的转型升级过
程。当前，成都旅游业发展正处于从快速扩张
期向品质提升期转变的关键阶段。

消费需求具备。2022 年成都市人均GDP

突破 1.6 万美元，标志着旅游业进入提质升级
新阶段。按照世界经济发展一般规律，一个国
家或地区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时，将会呈现
加速转型升级，意味着成都市旅游业发展正处
于快速发展期到转型提质期的关键过渡阶
段。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
求：一是品质需求升级，追求更高标准的服务
体验；二是文化需求深化，期待更具内涵的文
旅产品；三是体验需求多元，向往个性化、差异
化的旅游体验。

转型发展迫切。受复杂多变的内外环境
影响，旅游消费形成“近出行、浅需求、低消费、
短时长”的阶段性趋势。新形势下，成都旅游
产品在三个方面还存在短板。一是产品结构
失衡，大熊猫文化、三国文化、古蜀文化等核心
文化IP，未能成功转化为高层级有影响的旅游
产品。二是供给质量不高，旅游产品呈现“点
强线弱”特征，未能激发游客消费潜力。三是
品牌影响力有限，重点品牌培塑不够，对重点
旅游品牌内涵阐释、特色挖掘、宣传营销等方
面力度不够、手段不多。

建设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必须突
破传统发展路径，推动旅游产品从资源依赖
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
益提升转变，从单一景点建设向全域旅游发
展转变。

□王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拥有以前任何社会所没有的全新的

核心价值体系，具有先进性、感召力和吸引力。

建设文化强国 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需求

机遇挑战

转型发展的关键期

业态升级

提供独具魅力的“天府体验”

发展路径

构建创新驱动的旅游产品体系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
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永
续传承的战略高度，就弘扬和发展中华文化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坚持和发展马
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指明前进方向。

增强历史自觉 坚定文化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这样阐述

摄影 熊一凡

资料来源：人民日报、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