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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金钱更多地投入在关乎生活品质和生命质量的文化旅

游、健康管理、自我提升等方面，也促成了文化旅游市

场消费不断增长的强劲势头。疫情也重塑了旅游产业的

供给格局和部分人群的文旅消费模式，随着中国首批核

心旅游人群逐步进入中老年，旅游需求从商务旅游转变

为度假休闲，意味着以休闲为主的文旅产业将会出现更

多的商机。

同时，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风云变幻，世

界动荡不安因素增加，俄乌战事不停，巴以冲突又起，

传染病流行等，中国的沉着应对和对国民的坚强保护更

凸显祖国的强大，也使得人们爱国之情倍增，文化自信

心更强，无形中更进一步促进了国内游市场的热度持续

升温。新疆作为全国面积最大省份，除了没有大海，沙

漠、戈壁、绿洲、草原、雪山、湖泊、湿地、河流及古

道 、 烽 燧 、 佛 寺 、 石 窟 、 长 城 等 历 史 文 化 遗 产 应 有 尽

有，自然资源极其丰富，人文资源独具特色，几乎将全

部文旅资源尽数囊括其中，新疆作为文化旅游的胜地，

优 势 尽 显 。 而 且 近 年 来 ， 在 国 家 和 1 9 省 市 对 新 疆 的 强

力支持和新疆自身的不懈努力下，新疆依托丰富的自然

人文资源不断赋能文旅融合新产品、打造文旅融合新业

态，新疆文旅市场因而更是成为了大多数人进行文旅休

闲的首选之地。

新疆文旅融合发展在不断发力的同时，也暴露出了

一些不足。相对于新疆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而言，仍存

在梳理和挖掘不够，旅游产品开发不足，游客的参与性

及体验感不足等问题。新疆由于各地州经济、社会、文

化、生态以及资源等各方面存在差异，各地州的文旅产

业融合发展也呈不平衡状态，如东部的发展态势不如西

部强劲，A级景区分布存在北多南少、北强南弱现象。乡

村与城市也存在不少差距，在文化惠民方面，一些地方

的农村至甚至直到今天仍然缺少影院等文化设施。总而

言之，新疆文旅发展从大的空间看，仍有待亟待开发的

项目。从已有的景区看，有继续提升的潜力。从小微的

业态看，有创新的必要。从综合服务角度看，有增长的

空间。因此，促进文旅产业的融合和协调发展仍是新疆

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课题。

新疆文旅融合发展未来展望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新疆文旅

资源得天独厚，种类齐全、数量众多，大美新疆品牌响

亮、深入人心，在未来全国旅游消费三大趋势“小众独

特、自在休闲、深度体验”方面亦占得先机，旅游业高

质量发展优势十分明显，潜力巨大。展望未来，新疆要

继续深入实施“文化润疆”工程和“旅游兴疆”战略，

进一步提升“新疆是个好地方”的品牌形象，以文旅融

合为发展方向，以深化交往交流交融为价值追求，推动

新疆由文化旅游资源大区向文化旅游经济强区转变，不

断推动新疆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

1、持续深挖文旅资源。做好顶层设计，全面挖掘、

梳理、整合文化旅游资源，不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培

育文旅融合新业态，促进文化与旅游实现更深层次、更

高水平的融合发展，全方位立体式唱响“新疆是个好地

方”品牌，打造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引擎。

2、促使文旅融合向深处发力。以新疆得天独厚的文

旅资源为依托，不断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进文化和

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新疆地域面积大、景点分散、旅行天数长，与内地

旅游有着较大差别。新疆如何以文塑旅，为游客提供有品

质、有特色的审美体验？如何以旅彰文，丰富业态，促进

旅游产业实现腾飞？如何创新理念，从单一要素融合走

向全方位融合，产生“1+1>2”的效果？思考如下：

其 一 ， 基 于 新 疆 自 然 、 历 史 、 人 文 等 资 源 品 类 众

多，可设计的旅游线路、文旅产品众多，可抓住不同资

源特色，进行主题设计。

（1）针对自然资源类，可侧重大交通全线贯通游。

新疆地域辽阔，使用的交通工具多，可根据文旅主题设

计“机+火+车+船”（如塔里木河漂流）等大交通旅游、

环线游线路，连接贯通各类交通工具，做到旅游线路不

断、车不停，减少等待的时间和频次从而延长旅游体验

的时间。

（2）针对历史人文资源类，可偏重数字科技赋能，

以体验式、全景再现式，加大考古遗址和历史文物等的

活化利用。如依托新疆丰富的佛教文化遗址、文物、石

窟等，打造“佛国盛世”全域旅游体验项目。设计打造

　　新疆文旅资源得天独厚，种类齐全、数量众多，大美新疆品牌响亮、深
入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