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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培育了博物馆奇妙夜等夜间旅游项目，取得了良好

成效。 [4]虽然在融合发展方面，西安有“大唐不夜城”

“长安十二时辰”等成功案例，但这些与全省文旅产业

高质量发展还有很大差距。下一步，各地及相关部门要

摈弃路径依赖和工作惯性，主动适应文旅深度融合发展

趋势，特别是要瞄准年轻消费群体重点发力。要立足各

自资源禀赋、目标人群等做足“文旅+”“+文旅”融合

发展文章。要统筹抓好传统文化的现代解读，树立超资

源观、新资源观，借鉴湖南、洛阳等地的做法，总结提

升“长安十二时辰”的成功经验，打造更多现代时尚的

文旅产品，让厚重文化能愉悦表达、丝路文明有崭新载

体、传统产品有现代市场。要盘活体育资源，打造各类

体育综合体，引进举办更多高水平国际国内体育赛事，

激活体育旅游消费新业态。要依托陕西众多的博物馆、

古遗址、红色景区，打造更多的精品研学线路。要适应

形势，丰富夜间旅游形式，推进夜景、夜宴、夜演、夜

购 、 夜 娱 、 夜 游 等 融 合 创 新 。 要 推 进 人 工 智 能 、 元 宇

宙、物联网等新技术广泛运用。

（三）瞄准游客需求，创新宣传营销

从 洛 阳 市 、 淄 博 市 的 经 验 来 看 ， 策 划 宣 传 和 持 续

引流是火爆的原因之一。就陕西省级层面讲，要立足陕

西文旅资源禀赋，凝练特色文化和旅游元素，推出朗朗

上口的旅游宣传口号，提升全省旅游的影响力。各地和

相关部门要利用好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丝绸之路博览

会、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等展会和节庆，拓展文化贸易

业 态 ， 加 强 营 销 推 广 ， 推 动 省 内 优 秀 的 文 化 旅 游 产 品

“ 走 出 去 ” 。 湖 南 各 市 提 炼 出 的 “ 山 水 福 地 、 遇 见 郴

州”“天下洞庭水、岳阳天下楼”“青春长沙、风光在

望”“天下南岳、独秀衡阳”“古道茶乡、神韵安化”

“ 桃 花 源 里 、 诗 画 常 德 ” 等 口 号 ， 虽 然 不 见 得 非 常 精

妙，但可以为宣传推介提供一个载体，有利于形成聚合

效应。陕西各市也要借鉴湖南各市的做法，结合自身优

势提炼出具有特色的宣传口号，策划制作高水准的文旅

形象宣传片，开展全季节全时段的宣传营销，以更好吸

引境内境外游客。要适应互联网时代的要求，把移动端

作为主要传播平台，通过“高品质内容+高频率曝光”，

持续“圈粉”“引流”。注重与美团、支付宝、大众点

评等生活服务和携程、去哪儿等OTA平台合作，为游客提

供更为便捷的文旅体验。

（四）加强组织领导，强化投入保障

湖 南 省 举 全 省 之 力 发 展 文 旅 产 业 ， 《 湖 南 省

“ 十 四 五 ” 时 期 推 进 旅 游 业 高 质 量 发 展 行 动 方 案 》 指

出，要定期召开全省旅游发展大会，建立旅游月调度、

季通报、年评估机制，进一步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对重

点旅游项目给予扶持。借鉴湖南省的做法和经验，陕西

应当把发展文旅产业放在突出的位置，纳入各地绩效考

核 和 督 查 督 导 范 围 ， 建 立 大 统 筹 大 联 动 大 协 调 推 动 机

制，形成党委领导、政府推动、部门协同、社会参与、

群众共享的文旅产业发展格局。要持续加大财政投入力

度，强化资金、技术和政策等方面的保障支持，确保各

项 扶 持 文 举 措 落 地 见 效 。 要 引 进 社 会 资 本 投 入 文 旅 产

业，促进文旅发展投资主体多元化，完善“吃住行游购

娱”一体化旅游产业链，丰富优质文旅服务供给，努力

构建全域全季的现代文化旅游产业体系。要全省一盘棋

建设智慧旅游大数据平台，搭建资源共享平台，实时更

新旅游动态信息，实现文化旅游智慧化发展。要提升景

区的服务水平和管理效率，积极开发数字文旅产品，创

新利用虚拟现实等数字技术手段，增强更富有新引力的

创意产品的供给，增强陕西文旅可持续发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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