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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塑旅 以旅彰文

激发世界文化旅游名城新动能
加快推动文旅资源优势转化

世界文化名城的深厚底蕴，如何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力？日前，省委、省政府出台《关于支持成都做优做强

极核功能 加快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为成都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

成都正以“三城三都”建设为总牵引，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全力推进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

水平上实现融合发展。从历史深处走来，向时代高处攀登，这座承载着“诗与远方”的城市，正用文化软实力的持续增

强和产业竞争力的不断跃升，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太方便了！地铁可以直接刷我的境
外银行卡购票。”刚抵达天府国际机场的德
国游客 Thomas 对成都的支付便利化赞不
绝口。在宽窄巷子，马来西亚游客陈先生
用手机绑定境外卡“碰一碰”，轻松买到了
一碗冰粉。“支付无缝衔接，让我们的旅行
体验感瞬间拉满。”

为 提 振 文 化 旅 游 消 费 添 砖 加 瓦 ，
《意见》尤为强调，要加快建设国际化便
利化消费环境和服务体系，更好释放本
地消费、吸引外来消费。对此，成都市
美术馆副馆长肖飞舸坦言，《意见》为他
们的工作给出了指引，成都市美术馆将
让艺术融入城市肌理，与城市发展形成

双向赋能。
游客的舒心与安心，源于服务细节的

用心与精心。针对曾是入境游客最大痛点
的支付问题，成都正加快建设国际化便利
化消费环境和服务体系，让“一部手机游成
都”成为现实。

为迎接全球游客，成都正积极实施
“跟着航线去营销”计划，组织企业奔赴境
外参展，依托支付宝国际平台为外籍游客
提供全方位服务。在宽窄巷子，双语菜
单、多语种标识、入境游客支付便利服务
店、离境退税点已成为标配，让国际友人
宾至如归。

精准精细的服务，赢得了实实在在的

好口碑。1 月至 5 月，全市接待入境游客
81.6 万人次，同比增长 53.7%，成都正成为
越来越多国际游客向往的“诗与远方”。

抢抓机遇，奋楫笃行。成都正紧扣《意
见》战略部署，以建设“三城三都”为抓手，
勇当排头兵，在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的
道路上阔步前行，用文化的力量为城市高
质量发展注入不竭动力。

优化服务供给 彰显国际范儿

“一部手机”畅游全城 好体验赢好口碑

文旅市场的“热辣滚烫”，是城市活力
最直观的体现。翻开成都的产业“半年答
卷”，文旅板块动能澎湃，成绩斐然：

今年 1 月至 5 月，全市接待游客 1.38
亿人次，同比增长 5.2%；旅游总收入 1807
亿元，同比增长 6.1%；音乐产业产值突破
262 亿元，同比增长 4.44%……一串串亮
眼数字的背后，是成都文化品牌的强大
号召力。

品牌是吸引力，更是生产力。今年以
来，成都大庙会、金沙太阳节、诗圣文化节

等品牌活动好戏连台；第九届中国成都国
际非遗节成功举办，吸引现场观众近200万
人次，非遗品牌 IP 授权签约总额达 3.5 亿
元。成都的独特魅力，让无数“头回客”变
成了“回头客”。

立足文化根脉传承与时代创新融合
的高度，关于《意见》中“擦亮‘三城三都’
金字招牌，大力发展赛事经济、演艺经
济、夜间经济、休闲康养等服务消费，打
造‘文旅+’消费新场景。”这一规划，武侯
区成都星蓝星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加泉分外感慨：“结合成都优渥的文旅
资源和良好的营商环境，我们有信心打
造出全国文旅行业的标杆案例。”在《意
见》发布第二天，李加泉翻看着《成都日
报》的报道，道出了众多市场主体的共同
心声。市文化广电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下一步，我们将聚焦项目驱动，精心
策划储备一批具有牵引性、引爆性的重
大文旅融合项目，加快推进成都中国书
法馆、川剧艺术中心等标志性载体建设，
让文化地标‘串珠成链’。”

厚植文化自信 激活发展动能

“头回客”变“回头客”新场景成新引擎

当“为一场演唱会奔赴一座城”成为青
年人的旅行新风尚，“票根经济”便为文旅
融合打开了全新的想象空间。今年“五一”
假期，从重庆专程来蓉观看演唱会的吴敏，
凭一张门票，开启了一场“演唱会+旅游”的
超值旅程：免费游览蔚然花海、在商圈享受
餐饮折扣、便捷预订古镇半日游……“一张
票根，就是一张城市旅游的优惠通票，这种
体验太棒了！”

从“看一场演出”到“玩一座城市”，“票
根经济”正将流动的客源转化为城市稳定
的消费力，有效盘活了文、商、旅、体等多种
资源。作为中国音乐产业“第三城”，成都

今年已举办各类演出超 2 万场，吸引观众
超1000万人次。

“票根经济”的火爆，正是成都做大做
强“文旅+”的生动缩影。今年上半年，成都
新增音乐相关注册企业120家，签约引进百
联奥特莱斯、“兴漫纪元”亚洲影视动漫数
字产业城等重大项目 17 个，协议总投资
135.5亿元；新开工重大文旅项目12个，总
投资72.1亿元。全市完成重大文旅项目投
资202.22亿元。

文化如何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支
持成都举办大型演唱会和高品质赛事、打
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低空经济基础

设施等。”成为一个明确的方向。“《意见》
真是为成都的长远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让我们看到了这座城市更加美好的未
来。我们将引入前沿科技元素，打造数字
化应用场景，激起公众对科学的兴趣，让
博物馆成为城市高质量发展助力。”成都
自然博物馆（成都理工大学博物馆）馆长
（执行）王丹感慨道。着眼未来，成都将深
化文商旅体融合发展，加力培育文娱旅
游、低空旅游、冰雪旅游、银发旅游等消费
新业态，力争周杰伦、谢霆锋等顶级明星
演唱会 2026 年落地成都，持续壮大“演艺
经济”，让新业态释放新活力。

做强“文旅+”拓展产业边界

“一张票”带火“一座城”新业态添新活力
从国营红光电子管厂到各地年

轻人钟爱的潮流集聚地，作为成都文
创园区的“顶流”，东郊记忆实现了从

“工业锈带”到“文创秀带”的华丽转
身。近年来，东郊记忆紧扣“国际时
尚”定位，引进新业态、营造新场景，
目前园区入驻商企超300家，其中引
入超80家首店，包括20家全国首店
和21家西南首店。

台上身着传统服饰的舞者起
舞弄影，台下来自世界各地的食客
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位于东郊记忆南门的蜀宴赋，打造
了以蜀地汉文化为创作背景的全
景沉浸式餐秀体验场景。据四川

蜀宴赋餐饮文化有限公司董事长
杨孜介绍，该店开业两年共接待食
客超 29 万人次，年均收入达到 8000
万元左右。

蜀宴赋是东郊记忆人气火爆的
一个缩影。成都传媒文化投资有限
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2024年，东郊
记忆举办各类活动超 2500 场，吸引
游客近1800 万人次，整体营收超30
亿元，较2021年增长370%。目前，东
郊记忆正在构建“年轻化”“时尚化”

“潮流化”的消费生态，聚集音乐展
演、数字文创、潮流时尚、特色宿集等
20 余种业态，不断提升园区“国际
化”“科技化”水平。

案例22

打造多样业态
一条“工业锈带”的潮流蝶变

案例33

提供多样服务
一条“百年老街”的国际范

漫步在宽窄巷子，随时都能偶遇
外国友人。“这里古色古香，很有中国
特色。”来自韩国的金瑞儿一只手拿
着手机拍照，另一只手里大包小包地
提着购买的纪念品，“这次来成都坐
地铁、购物、吃饭都可以用一部手机
全部搞定，体验感非常好。”

自 240 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实施
以来，宽窄巷子的外国游客比例持
续攀升。如何为远道而来的客人提
供更好的服务？据成都文旅宽窄巷
子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相关负责
人介绍，针对入境游客，目前街区内
有 25 家商户提供中英双语菜单，商

户在收银台显眼位置贴有介绍外籍
游客不同支付方式的英文标识。此
外，宽窄巷子服务中心设有入境游
客支付便利服务店，提供入境游客
行李寄存、移动支付绑定等一站式
服务，同时街区还设置了四处离境
退税点位，处处体现着这座城市的
细致与周到。

值得期待的是，预计在 2026 年
亮相的宽窄巷子二期，将通过展演引
导、策展驱动，打造少城西市、城墙公
园等创新文化消费场景，进一步丰富
消费供给，让这条百年老街焕发出更
加迷人的新颜。

案例11

拓展品牌外延
“熊猫名片”全球影响力持续攀升

作为成都最具辨识度的文化符
号之一，大熊猫是全球顶流IP，斩获
粉丝无数。“花花这么可爱，真是看不
够！”一放暑假，重庆游客李丽就带着
孩子奔赴成都看大熊猫，“我女儿一
直想来成都看看真正的大熊猫。”和
李丽母女一样，每天都有无数世界各
地的游客前往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
基地，与憨态可掬的“心上熊”们来一
场约会。相关数据显示，今年“五一”
假期，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接待
游客约27.45万人次，实现门票收入

约1093.77万元。
如今，“熊猫”成为成都建设国际

消费中心城市和西部对外交往中心
的一张闪亮名片。近年来，以成都大
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核心，成都熊猫
国际旅游度假区瞄准“吃住行游购
娱”六要素，不断丰富业态，园区年营
收约 50 亿元。据了解，接下来成都
熊猫国际旅游度假区将充分发挥大
熊猫国际 IP 品牌影响力，加快推动
熊猫基地5A景区及国家级旅游度假
区建设。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王嘉 吴雅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