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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业强劲复苏，接待游客人次
和旅游收入全面超过疫情前水平。”这
是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对2023年四川旅
游业的概括。

作为旅游资源大省，四川应该如何
保持住文旅经济热度？如何让流量成

“留量”，让四川成为游客来了就不想走
的地方？如何让绿水青山、雪山草甸加
快转化为金山银山？今年两会期间，代表
委员们围绕这些热点发表了各自的看法。

内核共识
产品和服务是最核心的竞争力

记者：可以说，文旅“热”从去年全
年延续到现在，今年 1 月南北文旅的

“大喊话”几乎是全民参与。作为文旅
人，各位有怎样的感受？

温雪倩：在这场城市营销流量大战
中，我看到了文旅人的拼劲与文旅行业
为提振旅游经济作出的努力。但同时，
部分城市营销一味追求流量而东施效
颦，丢掉了城市的文化根脉和自身特
色。“卷”没有错，但更应该是卷服务、卷
体验、卷性价比，这才是文旅宣传正确
的打开方式。

徐丽：我来说个数据吧，2023年全
年，我们三苏祠的游客人数突破158万
人次。也就是说，平均每天有超过
4300人次进入三苏祠。我觉得，巨大
的流量如何变成“留量”，对我们而言才
是更大的考验。

刘康：的确，在文旅行业中，产品、
服务和品牌都是最核心的竞争力。过
去一年，不少地方的文旅呈现出热闹沸
腾之景，这是新的萌动的开始，也侧面
反映出文旅市场呼吁提档升级。简而
言之，就是市场要求匹配更高质量的产
品和服务，并在此基础上推动文旅品牌
的塑造。

刘洪：其实，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
地域特色、资源优势。在练好内功的同
时，能不断有多元化、差异性产品推出，
这是最重要的。

IP打造
找准最大特色，放出不同“大招”

记者：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到了

类似红色游、冰雪游等不同形式，还有
打造国道318“中国最美高原景观大道”
和绿色超级充电走廊等不同类型的旅
游项目。我们应该怎么去放大这些优
势呢？

刘洪：四川的旅游资源非常丰富，
可以说除了没有大海和沙漠，其他什么
都有。那我们可以打造具有四川特质
的产品，走一条四川旅游自己的路径。
在整体上，根据不同的资源禀赋打造各
具特色的文旅产品，简单来说，就是找
准最大特色，放出不同“大招”。

温雪倩：引流只是文旅第一步，我
们更要从地方文化中汲取能量孵化IP，
做到内容有深度、表达有风度、话题有
热度、推广有速度、传播有广度。在城
市营销的同时，还需要做好多个方面的
工作。例如立足本地文化和特色资源
创新文旅产品，让老景区焕新，让新景
区出彩；坚持以游客为中心，创造更多
的消费产品和消费场景等等。

刘康：我们时常学习国内外的优
秀案例，常常会发现，一个好的文旅项
目、文旅产品、文旅品牌，需要点滴的
积累才能厚积薄发。文旅是做市场，
而你又要拿什么到市场上去竞争？这
需要我们文旅行业从业者有清晰的目
标和定位。

徐丽：以前来我们三苏祠的游客，

一般就是看和听。现在我们增加了很
多研学和活动，比如提供汉服，提供手
工拓片的场所，让大家进入三苏祠后，
有角色、有氛围、有体验、有分享、有感
悟。我还问过很多游客，他们一般上午
参观完后，接着就去湿地公园、水街。
所以，我就在想，如果我们将三苏IP做
大，多一些差异性的体验，他们留下来
的可能就更大，下一次再来的意愿也会
更强烈。

游客至上
建好基础设施，提升服务质量

记者：具体到实践中，下一步如何
提升旅游服务品质，各位今年的工作重
点是什么？

刘洪：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到了国道
318、“三州”全域旅游创新发展行动，
这些都让我很振奋。今年我的建议也
是聚焦到了甘孜旅游的一些基础设施
建设，包括317、318国道沿线的配套设
施。可以说，供暖供氧、服务水平、旅游
厕所，这是我们很重视的问题。眼下，
我们正在加强酒店的供氧和供暖设施，
打造一批中高端温泉酒店、雪景酒店，
举办春节系列民俗活动。

温雪倩：2024年我们在做好文化
贸易平台建设和服务上，将持续围绕熊

猫文化这一重点方向，推出自主品牌
“蜀团子”。我们还会结合四川特有的
川酒、川茶、川味等传统优势产业，瞄准
年轻消费群体推出一系列熊猫果酒、熊
猫果茶等消费品，拓展营销场景。

刘康：随着包括动车、高速在内的
交通网进一步完善，制约凉山文旅发展
的瓶颈问题得到改善。加之凉山本身
丰富的文旅资源，奠定了整个凉山文旅
的优质发展之态。眼下，我们凉山文旅
集团正在围绕文化艺术、旅游服务、景
区开发、康养体育和文旅要素五大主业
板块，以及五彩云霞、阿斯牛牛和熊猫
优途三大品牌计划打造凉山文旅生态。

徐丽：今年我和宋洪芳等代表一起
提出《关于加快推动岷江沿线历史文化
遗产保护利用的建议》。当年三苏两
次沿着岷江出川，应该说岷江与三苏
文化息息相关，像蟆颐观、中岩寺等就
在岷江沿岸，往下乐山、宜宾、重庆丰
都等，都留下了很多三苏历史文化遗
迹。所以，三苏文化的IP，时间跨越千
年，空间跨度也是非常广的。我们完
全可以以三苏祠为中心，以三苏文化为
核心，让游客走出三苏祠后，还可以去
更多的遗址遗迹探寻东坡足迹，获得更
多的体验。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杜江
茜 杨金祝李庆 肖洋

如何做好引客入川持续保持文旅经济热度？
代表委员围绕相关热点发表看法

两会圆桌会

封面新闻“我AI问两会”交互产品
上线两天，截至1月22日下午，记者收
到了上百条网友留言。其中，有一位网
友询问“怎么减轻中小学教师的非教学
任务负担”。

减少非教育教学类工作任务，是中
小学教师群体一直以来的心声与诉
求。记者注意到，早在2019年，中共中
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减
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进一步营造教育教
学良好环境的若干意见》，为减轻中小

学教师负担提供了重要遵循。
今年参加省两会，省政协委员、广

安市政协教科卫体专委会主任肖芳的
提案就与此话题密切相关。

肖芳建议加强“进校园”活动和
APP监管。“近年来，各种进校园活动、
APP层出不穷，众多学生、家长及老师
对名目繁多的各类‘进校园’经常是叫
苦不迭。”肖芳表示，过去几年里，她在
调研中发现，大量的活动和APP不仅
会占用教师备课时间和学生上课时
间，干扰学校正常教学秩序，同时大部
分学校不允许学生带手机进入校园，
在校期间学生无法使用APP，这就导
致“进校园”APP变相成为了教师和家

长的负担。
在肖芳看来，“进校园”活动、APP

要符合学生身心特点，遵循教育教学规
律，有利于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有关部门要对现有的“进校园”活
动、APP进行清理整治，精简一些没有
必要或者作用不大的活动和APP，确
有必要的内容可以结合课堂讲授、观看
的方式学习了解，进一步为学生、老师、
学校减负，让学校能够安心办学、潜心
育人。

她建议建立审核准入制度。要坚
持凡进必审、从严把关、精简整合的原
则，对全省“进校园”活动、APP统一审
核准入，对通过审核准入的“进校园”活

动、APP进行备案，并形成清单，从源
头上控制“进校园”活动的数量、次数和
时长。

此外，她提到，要对“进校园”活
动、APP进行常态化监管，对于未列
入备案清单、超出活动内容范围、夹
带商业行为、存在错误倾向和不良导
向等各种违规行为，要及时制止，责
令整改。

留言的网友是否注意到了此条信
息呢？话不多说，广大网友们快打开封
面新闻APP，进入“我AI问两会”互动
平台去留言，与代表委员们交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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