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江三角洲，这片占全国2.3%国土

面积的区域，承载着中国 1/4 的经济总

量，更聚集了 5A 级景区 58 家、世界遗

产 22 项，是中国文旅资源密度最高、市

场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然而，长期

以来，区域文旅发展存在“资源碎片

化”“服务壁垒化”“数据孤岛化”等痛

点——游客跨省市旅游需反复切换本

地服务平台，文旅企业难以获取区域

全量数据，政府监管缺乏跨区域协同

机制。

“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文旅

领域的协同创新，既是满足人民群众高

品质生活需求的必然要求，也是探索区

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浙江

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

张广洲在致辞中指出，此次备忘录的签

署，正是一市三省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

指示精神的具体实践，旨在通过“数字

基建”打破物理边界，让“诗画长三角”

从概念走向现实。

事实上，长三角文旅一体化早已埋

下伏笔。2018年，长三角三省一市联合

推出“旅游护照”，开启区域旅游合作先

河；2021 年，“长三角文旅惠民市集”上

线，实现区域文旅消费券互通；2023年，

“高铁+旅游”专列日均发车超百趟，构

建起“3小时文旅生活圈”。但相较于交

通、产业等领域的深度融合，文旅公共

服务的数字化协同始终是短板。

此次签署的备忘录，首次以制度化

形式明确了“四个一”目标：一套跨区域

数据标准、一个智能服务中枢、一张全

域旅游地图、一个统一监管平台。这意

味着，未来游客只需打开任意一个区域

平台，即可获取长三角三省一市的景区

预约、交通接驳、文化体验等全链条服

务，真正实现“一机在手，畅游长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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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域互联、数据互通、服务互认

长三角共建智慧文旅公共服务平台

试想这样的场景：上海游客在“游

浙里”平台预约杭州亚运会场馆参观，

系统自动推荐高铁班次与周边宋城千

古情演出门票，行程结束后，消费数据

同步至“沪小游”积分体系，可兑换上

海迪士尼优惠券；安徽游客自驾前往

苏州园林，通过“苏心游”提前申领电

子导游证，入园时人脸识别即可触发

方言讲解，游览结束后，在平台购买的

苏绣工艺品通过“长三角文旅物流专

线”次日达⋯⋯

这种“无缝衔接”的旅游体验，背

后是长三角智慧文旅生态的终极目标

——打破地域限制、缩短决策时间、提

升体验维度。根据测算，平台融合后，

游客跨区域旅游的决策成本将降低

30%，消费转化率提升 25%，重游率有

望提高18%。

此外，对于文旅企业而言，长三角

智慧文旅平台犹如“超级孵化器”。中

小景区可通过平台获取区域流量扶

持，民宿主可接入统一的供应链体系

降低成本，文创企业能基于大数据分

析开发适销对路的产品。更重要的

是，平台将建立长三角文旅企业信用

评价体系，通过跨区域数据共享，倒逼

企业提升服务质量，形成“良币驱逐劣

币”的市场环境。

而在文旅治理层面，长三角智慧文

旅平台将成为“数字政府”建设的重要

场景：通过实时抓取文旅数据，可动态

监测区域旅游承载力，提前预警客流高

峰；跨区域信用监管体系能有效遏制

“不合理低价游”等乱象；应急救援系统

实现“一键报警、全域响应”，提升旅游

安全保障能力。这种“用数据说话、用

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的治理模式，为

其他领域的区域协同提供了参考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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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现场，长三角一市三省文旅公共
服务平台运营团队依次生动展示了“沪
小游”“苏心游”“游浙里”“游安徽”四大
平台的建设成果

日前，长三角地区文旅领域在杭

州的一次“数字握手”成为文旅行业

焦点。上海、江苏、浙江、安徽一市三

省文化和旅游厅（局）负责人共同签

署《长三角智慧文旅公共服务平台融

合共建备忘录》，与此同时，“沪小游”

“苏心游”“游浙里”“游安徽”四大区

域文旅平台首次以“集群式”姿态公

开亮相。这场被称为“智慧文旅一体

化里程碑”的活动，不仅标志着长三

角文旅从“资源共享”迈向“生态共

融”的新阶段，更以“数据互通、服务

互认、全域互联”为核心逻辑，为全国

区域文旅协同发展提供了可复制的

“长三角方案”。

从“地理毗邻”到“发展同频”的文旅觉醒

活动现场，四大平台的运营团队以

“沉浸式展演”形式，展现了各自的建设

成果与特色亮点，勾勒出长三角智慧文

旅的“四梁八柱”。

其中，作为国际化大都市，上海的

“沪小游”平台以“精准化服务”为核心，

整合了全市 16 个区的文旅资源，首创

“文旅热力图”功能——通过实时抓取

游客密度、消费偏好等数据，动态推荐

“冷门宝藏地”，缓解热门景点压力。值

得关注的是，平台接入了上海国际旅游

度假区、外滩数字光影秀等新业态，并

与长三角其他城市的红色旅游线路形

成联动，打造“都市文化+区域协同”的

示范场景。

江苏的“苏心游”则深耕文化底蕴，

推出“非遗活态传承”板块，通过 3D 建

模、VR体验等技术，让昆曲、苏绣、紫砂

壶等非遗项目“可触摸、可参与”。同

时，平台开发了“水韵江苏”智慧线路规

划系统，根据游客兴趣标签，自动生成

“运河文化之旅”“园林品鉴之旅”等个

性化路线，并接入全省13个设区市的景

区语音导览，实现“方言讲解+文化深

描”的沉浸式体验。

而作为数字经济大省，浙江的“游

浙里”平台自带“科技基因”。不仅实现

了全省4A级以上景区“门票一键预约、

刷 脸 入 园 ”，更 创 新 推 出“ 文 旅 碳 账

户”——游客选择绿色出行、低碳消费

等行为可积累碳积分，兑换景区优惠

券或文创产品。此外，平台与蚂蚁集

团合作开发的“文旅智能体”已初步应

用，能根据天气、客流等数据实时调整

旅游建议，被游客称为“口袋里的智能

导游”。

四大“数字窗口”的差异化突围与集群效应

【记者手记】

正如活动现场播放的宣传片所言：“长三角的智慧文旅，不是四个省市的简

单相加，而是一个充满想象力的‘文旅数字共同体’。”这片土地上正在发生的一

切，或许将成为中国文旅产业从“规模扩张”向“质量跃升”转型的最佳注脚。

在采访中，一位景区负责人的话令人印象深刻：“过去我们总说‘长三角游客

是一家’，但直到今天，数据才真正让‘一家’有了实质内容。”从物理空间的“近”，

到数字空间的“通”，长三角智慧文旅的探索，本质上是在回答一个时代命题，在数

字化浪潮中，如何让区域协同从理念走向实践，从蓝图变为现实。这场文旅领域

的“数字革命”，或许正在为更多行业的区域一体化提供破题密钥。

从吴越文化的一脉相承，到 G60 科创走廊的科技共振，长三角始终是中国

区域协同发展的“先行军”。此次智慧文旅公共服务平台的融合共建，既是对历

史文脉的现代回应，也是对未来产业的战略布局。当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

术遇上长三角的山水人文，一场关于“诗与远方”的数字化变革正澎湃而来——

它不仅将重新定义游客的旅行方式，更将重塑文旅产业的发展逻辑，在“破界”

中创造新连接，在“重构”中孕育新生态。

安徽依托黄山、九华山等世界级生

态资源，在“游安徽”平台打造“云端观

景台”，24 小时直播黄山云海、新安江

山水画廊等自然景观，吸引全球游客

“云打卡”。同时，平台重点打通“旅

游+乡村振兴”链路，开设“皖美乡村”

专区，推介民宿、特产、研学等乡村旅

游 产 品 ，并 接 入“12301”旅 游 服 务 热

线，建立跨区域投诉处理机制，保障乡

村旅游消费权益。

记者观察到，这四大平台既各具特

色，又形成互补。上海的“都市范儿”、

江苏的“文化牌”、浙江的“科技感”、安

徽的“生态风”，共同构成了长三角文旅

的立体画像。这种“差异化竞争+协同

化发展”的模式，打破了区域平台“小而

全”的同质化陷阱，为全国文旅数字化

提供了“错位共生”的新范式。

从“试验田”到“样板间”的价值跃迁从“试验田”到“样板间”的价值跃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