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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先来说“危”，就拿现在比较火热的

乡村游为例，很多不知道所以然的村子都盲

目跟着上，在没有好的策划、规划、设计的情

况下，在没有搞清楚村子究竟适不适合搞乡

村旅游前提下，一无所知、就开始了重资产的

工程建设。

即便可以建设，各种乡村自己的市场又

在哪里？这里就不得不提出，“一切皆文旅”

有两个层面的含义。

第一个层面，是要把目的地的所有资源、

设施、单位，全部开放转化用于旅游，这在现

实中既是不可行的，也是难以产生效用的。

在现实生活中，目的地的资源被分门别类地

导入不同的事业和产业部门。一些资源是用

于生产的，一些资源是用于保障基本公共服

务的，一些资源是用于生活部门的。一些产

业部门是终端型的、可感知的，一些产业部门

是过程型的、不可感知的。

想象一下，城市中的医疗、环保、安全、司

法、审计、教育，有多少部门是具有旅游价值

的？在不同的产业门类中，工农牧副渔，是否

都能够不加甄别地为旅游所用？即便是有条

件开展工业旅游的厂房设施，其中哪些是仅

对专业考察有吸引力的，哪些是需要付出很

大代价才有可能转化成大众旅游设施的，仔

细捋一下，就会发现“一切皆文旅”不仅做不

到，也很难起到什么效果。

第二个层面，是“旅游赋能一切”。既然

很多资源场所转化为旅游都如此困难，赋能

一切就更难做到了。旅游对于城市所能发挥

的作用，一种是直接滴灌，通过人流带来的消

费产生直接使用；一种是间接赋能，通过对城

市带来的总体性效应间接对城市的事业和产

业赋能，这种单体产业对城市的赋能，不可能

是全面均衡的。

再来说文旅的“机”，就是国家的大政策，

乡村振兴，共同富裕，未来五至十年的逆城市

化，文旅创业者在里面其实有非常多的机会，

我们能够理解“一切皆文旅”的出发点，

其中有四个方面的思想动因。

一是地方政府越来越重视发展旅游，旅

游做火了，可以成为地方消费和经济的新生

支撑，可以通过搬运外需带来充沛的城市活

力，还可以强化城市的声誉、打造宣传地方

营商环境的名片，因此，地方政府愿意调动

行政和社会资源来推动旅游业发展。这为

构建具有宏观支撑能力的旅游产业和服务

体系提供了条件。

二是对旅游是一个多元产业的认识越

来越深入。旅游的产业链条非常长，既有多

元的上游产业，也能够拉动丰富的产业链

条。一业兴，百业旺。因此，发展旅游业，既

需要整合多元的资源，也能够带来多元的效

应。

三是旅游业的发展，越来越依托于目的

地的构建，近年来的旅游热潮反映出，要吸

引游客，需要形成目的地级别的多元支撑，

需要跨行业、跨领域地构建综合性的产业能

力。

四是旅游的发展越来越呈现出跨界性，

网红旅游城市的出现，是一个个具有传奇

性、故事性的网络传播事件引致的。这些

“传奇”和故事，往往与多元化的文化社会资

源交织在一起，城市中司空见惯的美食、运

动、摄影、游戏、社区活动、演艺、夜生活等，

通过网络的发酵，呈现出生机勃勃的吸引

力，吸引着游客来打卡驻足。

“一切皆文旅”的说法并非凭空产生，有

其发展的思想源流。上世纪 90 年代的新加

坡，面对周边激烈的竞争环境，提出了“无限

制旅游”的概念，打开地理边界，打包互补产

品，强化旅游吸引力。此后，旅游业界先后

提出过“无景点旅游”“广义旅游”“全域旅

游”等概念，“一切皆文旅”是这种思想源流

的产物。这种表述具有鲜明的网络传播性，

把一种观念推演到极致，形成简洁有力的

“金句”。

只是当表达推衍到了极致，它就很可能

会失去其可实践性，放在现实条件下进行考

量，就会发现“一切皆文旅”难以形成对实践

的有效指引。

当前，旅游产业发展势头迅猛。对于地

方经济，旅游产业也成为重要的人气、商气

来源。随着一批网红城市的出圈，“一切皆

文旅”的说法开始盛行。这种关于旅游的发

展观念认为，发展旅游，就要把目的地的一

切资源都转化为旅游，那样的话，就能够实

现旅游赋能一切。

不过，说法火爆的背后，已经有不少专

家认为，越是在文旅的“沸点”上，越要注意

会不会产生“危机”时刻。确切的说，不是文

旅赋能一切，而是文化创意赋能一切，因为

旅游也需要文化创意去赋能，而“旅”与人们

的“行”息息相关，代表一种行走，流动，消费

的流动，经济的循环，由文旅融合产生了多

个领域的跨界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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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重在基层，这与一个地方村镇干

部的认知和作为以及文旅带头人也有很大

关系，他们能利用政策和资源，营造一个农

文旅产业发展的良好生态环境，以“景”带

“景”，带动其他人创业致富，这是创业者的

福气。

在产品供给上找解——要扩大爆款、

重磅旅游产品供给。旅游产品是让游客体

验旅游、享受旅游最直接的载体，旅游产品

要从一座山、一片园回归到更具“更带感”

的现场，创造全新的旅游场景和消费内容，

形成具有强磁力的吸引物。

在文旅融合中找解——纵然有无数种

解法，但排在首位的一定是“文化+旅游”。

旅游从来不是简单的“下车看庙、上车睡

觉”，而是一种特殊的文化体验。要深挖海

南文化内涵，从游山玩水的观光到探寻风

景背后的故事，把文化内核融入“吃、住、

行、游、购、娱”各领域、各环节，让游客玩出

深度、游出厚度，才能让“头回客”变成“回

头客”。

在独特优势上找解——这里以海南为

例。不夸张地说，海南是被大自然偏爱的

地方，如此丰富的旅游资源，本身就是最大

的旅游吸引物。要用好资源、气候的独特

优势，打造“清凉海岛”的名片，把淡季做

热、做旺，成为游客心中不可取代的旅游目

的地。

不过，需要考量的是，文旅的机会表现

在，现在很多项目投资大、回报周期长、风

险系数高，且大多数是很难复制的，复制了

也很难存活，这不是普通企业能承受的。

相反一些小而精巧的项目可以复制连锁，

投资不多，更容易形成品牌，这对小型企业

而言是难得的机会。

旅游业的跨界融合发展是大势所趋，

这种融合需要破立之间的把握。除了打破

围墙、破除障碍，更需要立下坚实的旅游发

展内核。跨界融合发展的目的，是为了把

目的地生活中有趣的“内容”，导入到可以

为游客感知、体验的界面上来，凝神聚气地

塑造目的地的“魂”。

这种凝聚，需要像导演一样地精心剪

裁。如果把所有素材都拍下来，不加扬弃

地连接在一起，做不出一个有精气神的旅

游目的地，也会把需要精心雕琢的旅游内

核塑造工作，简化为四处拆围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