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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 就 文 旅 产 业 新 画 卷
本报记者 张 雪

“四美”新村阳家墩
本报记者 梁 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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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①① 湖北恩施州宣恩县椒园镇黄坪

村的吊脚楼民宿。 宋 文摄（新华社发）

图图②② 贵州大型民族歌舞剧《多彩贵

州风》。 新华社记者 杨文斌摄

图图③③ 游客在江西庐山观景台观赏落

日余晖。 韩俊烜摄（中经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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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打开手机的音乐播放器，用美妙的旋律

开启美好的一天；晚上，约三五好友看看电影，或

是躺在家里刷刷网剧；周末，和家人一起到郊外度

假，放松心灵⋯⋯文化和旅游活动丰富着我们每个

人的平凡生活，让我们的日子有滋味、有质感、有

温度。

“这 10 年来，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

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我们坚持以文塑旅、

以旅彰文，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繁荣

发展，绘就诗和远方新画卷。”文化和旅游部副部

长饶权说。

美好生活的有力支撑

临近晚上 9 点，广西河池巴马瑶族自治县寿康

小区附近的城市书房还聚集着不少小读者，13 岁的

黄小萌正安静地翻阅图书。她说，城市书房已成为

她和小伙伴课外经常来打卡的地方，免费的借阅资

源为她们打开了一扇扇知识的大门。

通过一本本图书、一场场展览、一台台节目，

文化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的城乡之间，成为人民美好

生活的有力支撑。

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服务司负责人陈彬斌表示，

党的十八大以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文旅部门在统筹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

设上持续发力，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水平显著提

升、人民群众文化获得感不断增强。

“10 年间，通过深化改革，基层公共文化服务

设施网络不断扩大和完善。一方面，我们通过县级

文化馆、图书馆总分馆制来推进基层文化设施发

展；另一方面，我们广泛利用社会资源，推动像城

市书房、文化驿站等新型公共文化空间的建设。这

些文化设施和场所都建在老百姓的身边，够得着、

用得上，大大提高了公共文化服务的便捷性和实效

性。”陈彬斌回忆，依靠 6000 多个文化馆、图书馆

的服务设施体系，经过 10 年的发展，到今天已形成

包括 9.5 万个分馆和服务点在内的基层公共文化设

施网络。

眼下，全国群众文艺领域政府最高奖——第

十 九 届 群 星 奖 的 评 选 活 动 正 在 紧 锣 密 鼓 地 进 行

中，各地群众通过合唱、广场舞、音乐、舞蹈等

艺术形式讴歌新时代的美好生活。随着人民群众

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对于文化生活、文化活动

的需求越来越旺盛。群众参加文化活动不仅仅愿

意当观众，还愿意当演员、成为创作者，群众成

为文化的真正主体。文旅部门积极推动群众性文

化活动的广泛开展，形成了像乡村“村晚”、大家

唱、广场舞等一系列群众文化活动品牌，参加人

数不断创新高，目前群众文化团队已经超过 45 万

个，比 2012 年增长了 50%。

刚刚过去的暑期，各地旅游市场人头攒动，毕

业旅行、亲子游、研学游、避暑游⋯⋯人们在旅途

中感受着祖国的大好河山和悠久历史。随着人民

生活水平的提高，旅游成为人民幸福生活的必需

品，旅游业成为名副其实的幸福产业。

“10 年间，我们主动适应游客旅游消费多样

化 的 需 求 ， 推 动 旅 游 景 区 提 质 增 效 和 转 型 升

级 。” 饶 权 表 示 ， 国 家 5A 级 旅 游 景 区 数 量 由

2012 年的 144 家增加到 2021 年的 306 家，中高等

级景区比例大幅提升；创新推出 671 家省级以

上旅游度假区、300 多家省级以上旅游休闲街

区，形成文化旅游、生态旅游、康养旅游、工业旅

游、体育旅游、滑雪度假等各种类型的休闲产品，

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个性化的休闲度假需求。

经济增长的动力引擎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已

经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新引擎，在促进国民经

济转型升级、提质增效、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

长缪沐阳形容，这 10 年的文化产业发展，可谓是

“日出江花红胜火”，这 10 年的旅游产业发展，可谓

是“春来江水绿如蓝”。

据统计，10 年来，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数量

从 3.6 万家增长到 6.5 万家，年营业收入从 5.6 万亿

元增长到 11.9 万亿元。截至 2021 年年末，全国共有

旅行社 4.2 万家，A 级景区 1.4 万个，星级饭店 8771

家，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对国民经济的带动作用逐

步凸显；10 年来，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从 100 处

扩展至 300 处，广袤中华大地上星罗棋布的红色资

源，正在转化成为一个个寓教于游的红色景区，成

为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接受红色

精神洗礼的生动课堂。近年来，红色旅游接待游客

年均增长率超过 11%，2019 年达到 14.1 亿人次。

文旅产业的高歌猛进，显示了改革释放的活

力 。 饶 权 介 绍 ， 党 的 十 八 大 以 来 ， 按 照 党 中 央、

国 务院的决策部署，围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

系，通过开展“证照分离”改革等系列举措，文化

和旅游市场活力得到有效释放，市场主体加快转型

升级，市场体系更加繁荣有序。截至 2021 年年底，

全 国 文 化 市 场 经 营 机 构 达 19.1 万 家 ， 从 业 人 员

151.14 万 人 。 其 中 ， 文 艺 表 演 团 体 1.6 万 个 ， 较

2012 年 增 长 123.2% ， 全 年 演 出 场 次 达 到 232.5 万

场，观众达到 9.3 亿人次；网络音乐市场规模达到

626.9 亿 元 ， 是 2012 年 的 13.8 倍 ； 旅 行 社 数 量 从

2012 年的 2.5 万家增长至 2021 年的 4.2 万家。

今年的 5 月 19 日是第 12 个“中国旅游日”，除

了线下的活动，线上开展的“万名导游带你云旅

游”活动透过手机镜头，让祖国的大好河山与游客

们在“云端”相聚。此前一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各

地的博物馆接力开启直播等活动，让文物触“手”

可及。如今，随着 5G、大数据、AR/VR、人工智

能、超高清等数字技术在文化和旅游行业广泛应

用，“云看展”、线上演播、网络直播、沉浸式体验

等文旅新业态加速崛起，成为引领产业发展的重要

力量。以文化产业为例，2021 年，数字文化新业态

特征较为明显的 16 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 39623

亿元，比上年增长 18.9%；两年平均增长 20.5%，高

于文化企业平均水平 11.6 个百分点。

传承文明的重要力量

不久前，“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的三星

堆再次上新。这一次，它依旧没让人失望：酷似

“烧烤架”的龟背形网格状器、工艺复杂的顶尊蛇

身铜人像⋯⋯一件件国宝让人连连称奇。作为文博

界的顶流之一，2021 年三星堆博物馆入馆人数达

146.8 万 人 次 ， 较 2020 年 增 长 380.7% ， 创 历 史 新

高，三星堆也由此跻身四川最热门的打卡地之一。

三星堆博物馆的系列文创产品受到消费者热捧，去

年的销售额超过 3000 万元。

10 年来，我国的文化遗产进一步“活起来”，

“考古热”“博物馆热”“非遗热”“古籍热”蔚然成

风。这背后是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弘扬取得的非

凡成绩。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前所未有高度重视文

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我国文物事业取

得了历史性成就。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金瑞

国介绍，如今，“坚持保护第一”“保护文物也是政

绩 ”“ 让 文 物 活 起 来 ” 等 理 念 深 入 人 心 。 随 着 长

城、大运河、丝绸之路、传统村落等重大文物保护

工程相继竣工，预防性保护、系统性保护积极推

进，数以万计的馆藏珍贵文物、重要出土文物得到

抢救修复。截至 2021 年年底，全国共有国有可移动

文物 1.08 亿件 （套），不可移动文物 76.7 万处，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5058 处。我国类型丰富、主体

多元、普惠均等的现代博物馆体系已基本形成，全

国备案博物馆 6183 家，免费开放率达 91%，年度

举办展览增长 144%、接待观众数量增加 119%，参

观博物馆成为社会新风尚。

8 月 25 日，第七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

会在山东济南开幕，全国各地 332 名非遗传承

人、284 个非遗项目共赴泉城之约。非物质文化

遗产同样是赓续文化文脉、传承中华文明的重

要方面。截至目前，我国共有各级非遗代表性

项目 10 万余项，其中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1557 项；各级代表性传承人 9 万余名，其中国

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3062 名。

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司长王晨

阳表示，非遗已成为坚定文化自信、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源泉。非遗是推动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

要的重要力量。通过开展非遗助力精准扶贫

和乡村振兴工作，各地设立非遗工坊 2500 余

家，促进了脱贫攻坚和当地的经济发展；非遗

同时还是展示中国形象、传播中国声音的重

要内容。截至目前，我国有 42 个非遗项目

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位

居世界第一位，为世界文化多样性贡献了

中国色彩。

初秋时节，走进安徽庐江县罗河镇鲍店

村阳家墩美好乡村景区，翠竹摇曳，清溪潺

潺，一栋栋徽派小楼错落有致，游人如织。

“我们村以前被叫作‘四多村’，垃圾多、

苍蝇蚊虫多、乱堆乱放多、旱厕茅坑多。”正在

家门口打理菜园的 76 岁村民黄秀英说起村

里的变化，感慨颇多，“现在是‘四美村’，风景

美、道路美、房子美、生活美”。

中午时分，村里的农家乐陆续忙碌起来，

饭菜香味扑鼻而来。走进“欧庭悠居”生态农

庄，欧阳家成正忙着给客人泡茶、推荐农家特

色美食，他说：“我把自家的小院改成了民宿，

每到节假日 10 多间客房基本满房，8 个包厢

日常基本客流不断，一年忙下来，有 50 多万

元的纯收入。”

阳家墩是一处诞生于元末明初时期的古

村落，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2019 年 3

月，罗河镇开始对阳家墩进行环境整治，村容

村貌焕然一新。

在文旅融合发展新阶段、消费者需求新

变化的趋势下，为了让景区更有文化韵味和

魅力，阳家墩不断深挖文化资源、提升文化

内涵、丰富文化体验设计。罗河镇党委书记

薛林华表示，2020 年初，罗河镇投资 800 余

万 元 ，在 阳 家 墩 建 设 了 田 园 综 合 体 智 能 温

室、水肥一体化基地、多功能旅游服务中心

等项目。

田园小火车、荷田栈道、巨猩广场、彩虹

滑道、喊泉、地震体验馆、海啸体验馆、瓜果采

摘园⋯⋯各种新鲜有趣的文旅项目，与秀美

的田园风光相得益彰。位于阳家墩景区的小

满田橙田园综合体仅用了几年时间，就打造

成为远近闻名的集农事研学、农田观光和果

蔬采摘于一体的网红打卡地。

“过去无人问津的山村，如今变成了网红

村，我们打工每月有 2000 多元收入。去年年

终村里分红，我家还分到了 1 万多元。”60 多

岁的村民黄龙花乐呵呵地说。

如今，阳家墩已成为 3A 级景区，被认定

为第二批“安徽避暑旅游休闲目的地”，入选

中国美丽休闲乡村。阳家墩等一批网红乡村

旅游网点也带火了庐江县的文旅产业。

庐江县文化和旅游局局长苏荣表示，庐江

全县游客接待量由 2016 年的 450 万人次增长

到 2021 年的 818.4 万人次，旅游总收入由

2016年的 37亿元增长到 2021年的 66.8亿

元。村集体增收 5000 万元，解决了 2.5

万余名村民就业，带动农特产品销售

1.1 亿元。目前，庐江正全面打造

“乡村旅游到庐江”品牌，加快建

设文化旅游强县和长三角生态

休闲旅游度假基地，力争到

2025年成功创建国家全

域旅游示范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