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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1日上午，四川省第十四届人民
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成都开幕。政府
工作报告提出，2023年要加快建设名扬天
下、享誉全球的世界重要旅游目的地。

围绕“世界重要旅游目的地”这一热
点话题，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们从文旅
复苏、文旅IP、巴蜀文旅走廊等方面建言
献策，进行了热烈讨论。

关键词：文旅复苏
温雪倩：

加速文旅复苏扩大入境游规模

1月8日起，我国正式对新冠病毒感
染实施“乙类乙管”，包括不再对入境人
员实施全员核酸检测等，推动入境游热
度持续攀升。同程旅行发布的数据显
示，1月8日出行的出入境机票订单量同
比增长628%，创下2020年3月以来的
峰值。

四川作为文旅资源大省，如何扩大
入境游规模，加快建设世界重要旅游目
的地？省人大代表、成都国际文化艺术
中心董事长温雪倩表示，出入境政策调
整，为四川旅游业复苏按下了“加速
键”。总体来看，目前市场修复有一个

“观望-试探-恢复-增长”的渐进过程。
她表示，四川应积极行动起来，在这一轮
旅游市场复苏中寻求机会，重塑全球入
境旅游目的地形象，抢夺客源，扩大入境
游规模。

为此，温雪倩建议，四川应向文化
和旅游部等争取支持，进一步提高入境
游主要客源国、国际友城游客来华签证
便利化。同时，改变文旅产业政策支持
方向，出台入境游重点政策。她说，随
着疫情防控政策调整，建议出台当前阶
段针对性的政策，比如针对入境游出台
专项政策，包括企业开展海外营销的奖
补、设立海外商业存在的奖补、重点客
源国重点航线的机票补贴、推出跨国旅
游专列等。

此外，温雪倩认为，在文旅复苏中，
还需要重振游客和从业者信心。“其中包

括重塑入境游企业、从业者信心，让人才
回归到四川入境游的事业中来。”她说。

关键词：文旅IP
丁颖：

深挖李白文化做大李白IP

建设世界旅游目的地的过程中，需
要特色文旅IP来支撑。

1月11日上午，省政协委员、江油市
文联主席、江油市李白纪念馆馆长丁颖
收到了一则好消息：李白纪念馆将扩容，
总占地面积由4万余平方米扩大到22万
平方米，建筑面积由1.2万平方米扩大到
3万平方米。

公元701年，李白出生在江油，并在
这里生活了24年，留下了大量的诗篇、
遗址遗迹。李白纪念馆是纪念这位唐代
诗人而建的仿唐园林建筑群，主要是记
录、收藏、传承、发扬李白精神文化代表
之作。这里是全国最大的李白文化纪念
馆，也是国家二级博物馆、全国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

“我们都知道李白文化是一个大IP，
是一个具有国际意义的IP 。几乎所有

中国人都会背一两首李白的诗，这也是
李白文化的影响所在。”丁颖说，政府报
告中提到了文旅融合、繁荣文化事业等
内容，让文旅人很振奋、很激动。李白纪
念馆就是要深挖李白文化，守住文化底
线，加强文旅融合，做好宣传普及，为李
白文化的发展尽最大努力。

丁颖表示，春节假期，李白纪念馆将
举行系列活动，包括书画展览、送春联惠
民活动、元宵节灯谜竞猜活动等。

关键词：巴蜀文旅走廊
李炜：

构建巴蜀文旅走廊重要支撑极

政府工作报告中，巴蜀文化旅游走
廊再一次被提及。“听了报告后，很振
奋。”1月11日，省人大代表、资阳市文化
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局长李炜说，巴蜀文
化旅游走廊建设，给资阳文旅产业的发
展带来了新机遇、赋予了新使命、注入了
新动能。

李炜说，《巴蜀文旅走廊建设规划》
中，支持资阳大足建设文旅融合发展示
范区，并将资阳纳入了成渝古道文化旅

游带、石窟石刻艺术与乡村旅游协同发
展区，以及五个纵向旅游通道之一，赋予
了资阳深化文化旅游创新改革，推动跨
省域全域旅游发展的重任。

巴蜀文旅走廊建设启动以来，资阳
市编制完成《资大文旅融合发展示范区
建设规划》《资阳市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
总体规划》，新落地并启动建设方特文
旅、安岳石窟数字展示中心、安柠石光巴
蜀文化体验区等一批重大项目。

李炜说，接下来，在巴蜀文旅走廊建
设过程中，资阳将聚焦“一个目标”，做强

“两大支撑”，凸显“三大特色”，构建巴蜀
文旅走廊重要支撑极。

具体来讲，聚焦“一个目标”，借势巴
蜀文旅走廊建设，以项目大增量实现产
业大发展，为建设成渝地区中部崛起示
范区贡献资阳文旅力量。做强“两大支
撑”，就是打造成都都市圈近郊游目的地
和建设资大文旅融合发展示范区。凸显

“三大特色”，就是推进文化遗产活化利
用、推进红色旅游融合发展、推进生态文
化旅游提质。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金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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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挖特色IP 重塑市场信心

在新一轮文旅复苏中寻求机会
代表委员热议加快建设世界重要旅游目的地

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2023年要提
速建设现代化基础设施，着力推动“四向
八廊”对外通道建设。

一些四川交通发展的关键词，也在
反复被提及。比如，加快推进川藏铁路、
成渝中线高铁、成达万高铁等重点项目
建设，加快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西线主
通道，打造中老班列全国重要集结中心，
构建第三亚欧大陆桥国际贸易枢纽。

治蜀兴川，交通先行。第二期《首席
说两会》，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首席记
者宋潇跟您聊聊蜀道“上新”的故事。

回望2022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成势见效，进出川大通道增至41
条。这些数字背后，也在凸显，蜀道频频
上新，一条条新时代的绿色生态之路，即
将翻开崭新的篇章。

在彝族女大学生瓦查王英眼里，凉
山到成都求学的路，一变再变。从公路
到铁路，从大巴、慢火车再到动车，条条
天路翻山越岭，或是一路向北，或是南下
而行。深山不深，远方不远，飞驰的动
车，连接着起点和终点，是家的方向，也
承载着远行人的梦想。

记得2022年1月，复兴号动车首次
开进大凉山，成昆铁路复线冕宁至米易
段正式开通运营。我和同事进入崭新的
候车大厅，眼前是景，背后是光。遥望山
坡上，66岁的牧羊大叔嘎日波日赶着一
群羊，站在巨大的风力发电机下，满心期
待。他说，想去动车上看一看。时隔一
年，新成昆铁路全线贯通运营，90后小
伙沙马伍且，坐在从西昌西发出的复兴
号动车组C46次驾驶室里，一丝不苟地
按照要求，确认着信号。他要把动车开
进家乡。

新旧交叠。四川路网建设的主战场，
正从盆地内转向周边山区与高原。彼时，
那条全长56公里修了13年多的绵茂公
路，也终于交上答卷。串联茂县、阿坝与
成都平原，从高山深谷到田园牧歌，从一
路坦途到大江飞瀑，多少个日夜，交通建
设者们从陌生到熟识，从鼓励再到接力，
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建设奇迹。

当一座座以高精尖技术、严苛标准
建成的地标问世，当一条条盘山公路和
擎天大桥不断延伸，四川“内畅外联、通
江达海”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正悄然形
成：对外主骨架“四向八廊”、依托国家综
合立体交通网在成渝地区布局的3条主
轴、2条走廊、2条通道，拓展四川的战略
位势和辐射空间；内部“1轴2环3带4
联”，1轴即成渝交通主轴，2环串联成都
都市圈、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主要城市，
3带是成德绵眉乐雅广西攀、成遂南达、

攀乐宜泸沿江经济带，4联补充连接其
余地级行政中心。

2023年是全新的一年，也是颠覆与
重构的一年。打开一扇窗，敲开万户门，
记录雨雪风霜，定格人间四季——春生、
夏长、秋收与冬藏，我们终于迎来了蜀道
难、蜀道通再到蜀道畅的深刻巨变。

踏过千重浪，守望烟火气。我们需
要将视角从大街小巷延展到社群楼宇，
抢抓“一带一路”建设、长江经济带发展
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国家机
遇。每一粒冬天的种子，都有一个向往
春天的梦想，如何破解自古以来制约四
川发展的交通瓶颈问题，继续建设进出
川大通道？如何书写新时代的交通篇
章？这是一个开放的命题，你可以有自
己的答案。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宋潇 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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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道再上新 最好的风景一直在路上
首 席 说 两 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