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把四川文旅品牌叫得更响擦得更亮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欢迎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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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7日，省委十二届七次全会鲜明
指出，要全力打造“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文旅品牌。这一部署成为会议热门关注
点。

一个有知名度和美誉度的文旅品
牌，是文旅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一个区域文旅资源要素、综合竞争
力等的集中体现。

“特色鲜明、非常响亮。”在与会者看
来，四川文旅资源富集且多元，“锦绣天
府·安逸四川”高度凝练四川独特的自然
生态之美和多彩人文之韵，也充分契合
文旅深度融合的应有之义，未来要共同
把这一品牌叫响、擦亮。

既有历史底蕴，又有时代气息

如今，旅游方式正在发生深刻变革，
从过去以观光为主到如今的深度体验，
兼具地域特色和亮点的文旅品牌成为吸
引旅游者的一大关键要素。文旅品牌在
实现从“线上流量”到“线下人气”有效转
化的同时，在更大程度、更广范围提升区
域整体形象。

四川是中华文明重要起源地之一，
地跨五大地貌单元，拥有全国数量最多、
类型最全、规模最大、品位最高的文旅资
源，可谓“一省万貌”“一省千面”。

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高中伟表
示，省委全会擘画了“诗和远方”的巴蜀
新画卷。其中提出要全力打造“锦绣天
府·安逸四川”文旅品牌，不仅具有明显
的四川辨识度，也充分彰显四川持续推
进文旅深度融合的“深”与“实”。

不少与会者提到，这一品牌既有历
史底蕴，又有时代气息。“锦绣”与“安逸”
遥相呼应，“天府”与“四川”相得益彰，既
以“锦绣”展现四川的大美风光和人文风
情，又用“安逸”这一四川方言涵盖四川

独具松弛感的生活气质，提供了“积极、
美好”的情绪感受，让人心生向往。此
外，该品牌能满足个性化、品质化、多样
化的文化和旅游需求，对四川做大做强

文化旅游业形成引领。
省文化和旅游厅厅长陈光浩说，四

川丰富的文化内涵、壮美的自然山水、厚
重的历史底蕴，都可囊括到“锦绣天府·
安逸四川”中，既鲜明又大气，还充分彰
显四川的资源优势和发展优势。

既要做好面子，又要做好里子

打造文旅品牌是一项系统性工程，
面子和里子需要内外兼修。省委全会提
出，建设世界级文旅地标，扩大标志性品
牌国际影响力，打造世界级文旅风景道，
推出具有全球吸引力的精品线路。

“沉睡三千年，再醒惊天下。”作为四
川文旅界顶流之一，三星堆遗址自新一
轮考古发掘启动以来，持续吸引世界目
光，也是四川建设世界级文旅地标的一
项重要内容。德阳市委书记刘光强表

示，当前德阳文旅正处于优势转化提升
期、蓄势突破关键期，要深度实施文旅争
先战略，加快建设三星堆文化旅游发展
区，同时以“三星堆+”引领带动全域旅
游，让文旅产业真正成为支柱产业、民生
产业、幸福产业。

大熊猫同样是四川世界级文旅资源
的顶流之一。绵阳是全国野生大熊猫分
布最多的区域，正加快建设大熊猫国家
公园绵阳片区，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
心绵阳基地即将建成。

绵阳市市长李云表示，绵阳打造了
串联全域的3条精品旅游线路，其中“寻
踪李白故里·探秘熊猫家园”精品线路面
向全球推介。今年，绵阳将以办好全省
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为契机，推进文化
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

省委全会提出，做靓特色文旅名片，实
施天府文艺名作高峰计划，深化文旅名城
建设，做强巴蜀名人文旅品牌，打造“川字
号”文旅名品。南充市委书记张冬云表示，
南充拥有丝绸文化、春节文化、三国文化等
文旅资源，将持续推动传统文旅业态向综
合文旅业态转变，做大做强本土文旅IP。

让“锦绣天府·安逸四川”文旅品牌
进一步走向世界，省委全会提出，实施巴
蜀文旅全球推广计划，建强四川文旅宣
传推广平台，增强文化交流、旅游推介等
功能，强化新媒体传播，把四川文旅品牌
叫得更响、擦得更亮。

省广播电视局局长李晓骏表示，将
推动广电在打响“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品牌上展现新作为，开展“跟着影视游四
川，锦绣天府安逸欢”活动，实施“视听四
川”传播服务工程，持续打响“百部川扬”
国内传播、做强“神秘蜀韵”国际传播等，
打造传播矩阵。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吴梦琳

随着240小时过境免签、离境退税、
“即买即退”等政策和服务落地实施，四
川入境游发展迅猛。2024年，四川接待
入境游客超200万人次，同比增长1.7
倍。6月17日，在省委十二届七次全会
上，关于入境游的话题再次成为焦点。

如何吸引更多入境游客从“头回客”
成为“回头客”？与会者有自己的看法。

省旅游投资集团董事长游勇表
示，四川旅投集团将从三方面集中发
力：在产品供给端，针对入境游客喜好
打造适合的产品和路线。在服务品质
上，利用涉外旅行社优势量身打造入

境游线路，并全流程解决支付、购票及
小语种导游等问题。同时，做好对外
宣传和品牌营销，用好文旅优势政策
积极“走出去”。

打造高品质产品供给，中国铁路成
都局集团董事长刘勇也认可这一观点。
他以“熊猫专列·成都号”为例，该专列首
趟列车尽管单张票价突破5万元，仍一票
难求，近60%的乘客为境外游客。“这说
明，入境游产品需要高品质、好品牌。”刘
勇介绍，目前该专列产品在韩国、新加坡
等地销售火爆。

购物也是推动入境游发展的重要一

环。
省商务厅厅长惠朝旭表示，要将入

境游人次增长转化为消费增长，需在三
方面发力：一是“增商店”，增加离境退税
商店数量，扩展境外游客消费空间；二是

“增品类”，将现有的以箱包服装类为主
的消费，扩展至国潮、文创等领域；三是

“增服务”，让离境退税点从旅途的“终
点”变为“中转站”——为境外游客提供
商品邮寄等服务，将购买的商品提前邮
寄到机场，为消费过程减负。

相关工作正有序推进。成都已打造
8个支付便利化示范点位，正推动7000

多家门店安装外卡POS机；成都天府国
际机场打造一站式服务，满足境外人员
移动支付、开户、现金兑换等需求。乐山
以美食为名片，下一步将依托即将举办
的国际斯诺克邀请赛等赛事，持续提升
国际知名度。

同时，针对“沟通难”这一痛点，四川
旅游学院党委书记张学龙认为应强化人
才支撑。作为旅游类院校，该学院将围
绕市场需求，有计划地扩大或增设小语
种专业招生，弥补当下市场对小语种导
游的旺盛需求。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王晋朝

2025年1月23日，成都大熊猫繁育
研究基地的大熊猫幼崽亮相。新华社发

阿坝州理县桃坪村桃坪羌寨景色。新华社发

提升入境游发展水平

让更多“头回客”变“回头客”

大火的舞蹈诗剧《只此青绿》、电影
《哪吒之魔童闹海》，背后都有四川文化
企业的身影。产品火爆出圈的同时，四
川文旅企业总体“小、散、弱”状况仍较突
出。6月17日，省委十二届七次全会上，

“培育壮大文旅经营主体”被确定为深化
文旅融合重点改革内容之一。“企业强，
产业才会强。”与会者表示。

“即使我们已进入中国旅游集团20
强，但距离龙头企业上千亿甚至上万亿
身家，我们300亿元的资产规模还有很大

差距。”省旅投集团董事长游勇首先看到
了差距。

摸底调查显示，全省规上文化企业
数量仅为广东和江苏的1/4、不到浙江的
一半；入选全国文化企业30强、旅游集团
20强的“川字号”企业仅有2家，尤其缺乏
在线旅游服务、演艺经济等方面的链主
企业。

把培育壮大文旅经营主体作为重中
之重，成为与会者的共识，也让省旅投集
团看到了方向。“未来首先要盘活资产、

放大价值，其次就是和地方资源有效嫁
接，大家一起做大实现共赢，进一步做强
做优做大企业，当好文旅发展‘头雁’。”
游勇说。

全会明确“做强重点骨干文旅企
业”，让民营企业倍感兴奋。域上和美集
团党委副书记侯懿芝表示，集团此前凭
借《只此青绿》《文成公主》《熊猫归来》等
项目的打造和运营，已成为中国文化旅
游产业大型领军企业。侯懿芝说，未来
将深度挖掘四川独特的文化资源，争取

在时机成熟时打造一批能代表四川的高
质量文旅项目，为“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文旅品牌增光添彩。

不仅培育壮大领飞“头雁”，还要推
动“雁阵”齐飞。全会明确提出，梯度培
育中小文旅企业。省文化产业商会执行
会长夏洪透露，将通过民营文旅企业孵
化计划，培育更多有竞争力和影响力的
文旅龙头企业、链主企业，争取形成“大
中小微”协同发展的产业生态。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吴晓铃

文旅经营主体如何培育壮大？

做强领飞“头雁”推动“雁阵”齐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