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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行稳致远

◎ 人民日报 白宇 卫嘉

发展旅游业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着力点。5 月 17 日，全国旅游发展

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对旅

游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充分肯定我国旅

游业取得的突出成就，强调“着力完善

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旅游工作，

引领我国旅游发展步入快车道，成功

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中国旅游发展

之路。“十三五”时期，旅游及相关产业

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保持增长

态势，旅游业对国民经济的综合贡献

超过 10%。今年一季度，国内游客出

游 总 花 费 1.52 万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7.0%，在促进消费、拉动内需方面作用

明显；全国出入境人员超 1.41 亿人次，

同比上升 117.8%。今日之中国已经形

成全球最大国内旅游市场，成为国际

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旅游

业与其他产业跨界融合、协同发展，产

业规模持续扩大，新业态不断涌现，

“日益成为新兴的战略性支柱产业”。

旅游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

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

业。在浙江省安吉县余村村，从“卖石

头”到“卖风景”，昔日矿坑变身油菜花

田、荷花藕塘，走出一条生态美、产业

兴、百姓富的新路。在黑龙江省漠河

市北极村，做好“冰雪”文章、发展冰雪

经济，乡亲们吃上了“旅游饭”，北国边

塞风光、冰雪资源带来源源不断的收

入。“一业兴、百业旺”，旅游业涉及面

广、带动力强。2023 年，全国 A 级旅游

景区直接就业人数超过 160 万人，带动

就业总人数超过 1000 万人。如今，旅

游正不断发挥为民、富民、利民、乐民的

积极作用，释放强大“乘数效应”，日益

成为“具有显著时代特征的民生产业、

幸福产业”。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

程，旅游发展面临新机遇新挑战。”当

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

展，为推动旅游业从资源驱动向创新驱

动转变提供了有利条件；人民群众旅游

消费需求从低层次向高品质和多样化

转变，打开了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广阔空

间。同时也要看到，旅游业发展不平衡

不充分的问题仍然突出，距离满足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还有一定差距。

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

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

进文明互鉴，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

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政府与市场、供

给与需求、保护与开发、国内与国际、发

展与安全，坚持走独具特色的中国旅游

发展之路，深化国际旅游交流合作，推

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必须“坚

持守正创新、提质增效、融合发展”。坚

持守正创新，关键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

为引领，做到以文塑旅、以旅彰文，让旅

游成为人们感悟中华文化、增强文化自

信的过程，推动旅游业实现社会效益和

经济效益有机统一。坚持提质增效，就

要加快推进旅游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提升供给水平和服务质量，更好满足大

众特色化、多层次旅游需求。坚持融合

发展，必须加强文化和旅游业态融合、

产品融合、市场融合、服务融合，推动

“旅游+”和“+旅游”，延伸产业链、创造

新价值、催生新业态。

旅游一头连着经济发展，一头连着

民生福祉。把握发展大势，顺应人民期

待，切实增强工作责任感使命感，分工

协作、狠抓落实，不断开创旅游发展新

局面，旅游高质量发展就一定是未来可

期、大有可为。

全国旅游发展大会 5 月 17 日在北

京召开，会议对建设旅游强国作出重

要部署。

旅游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一个

重要指标。发展旅游业是推动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

我国幅员辽阔，地大物博，旅游资

源丰富。雄伟秀丽的奇山异水、灿烂

悠久的文明古迹、多姿多彩的风土人

情，吸引游客纷至沓来。旅游成为人

们感受中国发展活力、共享美好生活

的重要途径。

为美好生活提质添彩

数据显示，刚刚过去的“五一”假

期，全国国内旅游出游合计 2.95 亿人

次，同比增长 7.6%；国内游客出游总

花费 1668.9 亿元，同比增长 12.7%。

旅游业持续“热辣滚烫”。

踏上旅途，感受美好。顺应人民

群众新期待，我国加大优质旅游产品

供给力度，旅游景区数量不断增加，

类型更加多元。

目前，全国已建成 A 级旅游景区

1.57 万 家 ，其 中 5A 级 旅 游 景 区 339
家。旅游景区类型从传统的自然山

水、人文古迹，逐步拓展至乡村、冰雪、

红色、主题公园等。产品体系更加完

备，更好满足广大游客观光、休闲、度

假，以及研学、教育等多层次立体化的

需求。

紧跟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新场

景、新业态不断涌现。新疆克拉玛依

市利用戈壁、山地、沙漠等自然资源，

开展低空飞行、无人区穿越、越野骑

行等特种旅游项目；重庆打造的潮店

体验路线，以“巴适”“开胃”“多巴胺”

三大主题串联起不同特色的门店；游

客在西安快闪市集不仅可以欣赏国

风舞蹈等演出，还能沉浸式体验古法

敲背、陶瓷绘画、蹴鞠游戏⋯⋯各地

结合资源禀赋打造花样玩法，着力满

足游客多元化和个性化需求。

而随着科技快速发展，“科技”+文

旅不断诠释大美中国“新玩法”。

国家图书馆打造“5G 全景 VR《永

乐大典》”、举办“《古籍寻游记》VR 展

览”；在陕西西安“长安十二时辰”主题

街区，游客们梦回大唐，饱览“火树银

花不夜天”的美景⋯⋯旅游体验越来

越有“科技范儿”，使“远方”更美好。

“畅游中国，幸福生活”，这是今年

“中国旅游日”的主题，也是当下中国

旅游的写照。

释放强大“乘数效应”

文旅市场“百花齐放”，不仅凝聚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还打开了经

济发展的新窗口。

“村超”的火爆不仅带动当地的旅

游热度，更拉动了经济发展。酒店、民

宿预订量激增，特色美食也备受游客

青睐。将“村超”赛事与文旅资源深度

融合，“五一”期间，榕江县共接待游客

超 40 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超 4
亿元。

甘肃天水凭借麻辣烫“出圈”，短

短 20 多天实现旅游综合收入超 20 亿

元。一季度，甘肃省服务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 3.8%。交通运输、住宿餐饮、商

务服务、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增加值

较快增长。

做好人气“聚合”、产业“融合”、资

源“整合”，2023 年福建接待旅游总人

数 5.72 亿人次，同比增长 45.9%；实现

旅 游 总 收 入 6981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61.3%。文旅经济成为福建省 GDP 占

比达 10%的支柱产业，成为全省“四大

经济”之一。

一业兴、百业旺。旅游正在不断

发挥综合带动作用，释放强大“乘数效

应”，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把握文旅消费增长新机遇，各地

的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纷纷对文旅产

业寄予厚望：吉林规划实施旅游万亿

级产业攻坚行动，浙江力争打造千万

级核心大景区 30 个，云南要推出 200
个以上高水平文化旅游体育招商项目

⋯⋯一大批新兴的文旅项目，让旅游

高质量发展的底气更足。

添彩美好生活
旅游高质量发展前景广阔

◎ 新华社 徐 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