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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体系，加强数字化旅游、跨文化沟通和可持续旅游的

教学内容，确保其与行业最新趋势和需求相匹配。

二是推广实践教学，鼓励学生参与实地考察、实习

和项目实践，培养他们的实际操作能力和创新思维。

三是强化行业自律，建立文旅人才的职业评价和认

证制度，确保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效果，从而为文旅行业

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持。

四是针对在职人员提供更为丰富和专业的继续教育

课程和技能培训，帮助他们不断更新知识、技能，适应

行业的快速变化。

五是政府应加大支持力度，提供学费补助、研修基

金等，激励更多人才投身文旅产业，为文旅人才培养提

供政策扶持。只有通过综合、多层次的人才培养策略，

才 能 为 文 旅 产 业 的 持 续 、 健 康 发 展 提 供 坚 实 的 人 力 支

撑，推动产业走向更高水平。

（二）扩大优质资源供给，推动文旅高质量发展

推动文旅高质量发展，扩大优质资源供给的核心在

于深化创新与优化资源配置。

一是加强政府与企业合作，制定有利于文旅资源开

发的政策和措施，鼓励私营部门的创新和投资。针对现

有文旅资源，进行深度挖掘与改造，将传统景点与数字

化技术相结合，为游客提供沉浸式体验。

二是重视地方特色和文化遗产的开发，结合当地故

事和传统，打造独具魅力的文旅产品，为满足消费者对

高品质旅游体验的需求。

三是加大对文化和旅游资源的整合力度，通过资源

共享和跨界合作，打造综合性、多元化的旅游产品，满

足市场多样性需求。

四 是 加 大 对 新 兴 文 旅 业 态 ， 如 乡 村 旅 游 、 生 态 旅

游、体验式旅游的支持和推广，强化科技创新在文旅领

域的应用，优化资源管理，促进绿色可持续发展，确保

旅游项目符合环保、社会和经济可持续性标准，保护自

然和文化遗产。

五是通过优化政策环境，创新产品供给，提升服务

品质，结合国内先进经验，不断拓展文旅资源的深度和

广度，为实现文旅行业的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三）打造高端旅游线路，打造特色文旅品牌

对于特色文旅品牌的打造，必须注重与地方文化的

深度融合，精准定位和差异化发展，展现地域特色，让

游客在享受高端服务的同时，也能深刻体验到地方的文

化魅力和精神内涵。

一是深入研究目标市场和消费者群体，确保旅游线

路和品牌定位准确、满足高端消费者的独特需求。

二是高度重视旅游线路的内容质量，选择独特、罕

见且高价值的旅游景点，同时提供卓越的导游服务、酒

店住宿和餐饮体验。

三是打造特色文旅品牌时，品牌故事和价值主张的

传达十分关键，利用专业的品牌策略和营销手段，确保

品牌信息深入人心同，并通过社交媒体推广、影响者营

销和内容营销等数字化营销，有效提高品牌知名度和吸

引潜在客户。

四 是 加 强 与 政 府 、 行 业 协 会 和 其 他 相 关 机 构 的 合

作，共同推广和提升文旅品牌，争取得到政策扶持和资

源支持，打造独具特色、高端而又具有长期竞争力的旅

游线路和文旅品牌。

五是深入挖掘各州县自然风光、历史文化等旅游资

源，结合高端消费者的需求和偏好，定制私人旅行、奢

华体验、深度文化探索等旅游方式，设计出独具特色的

旅游产品和服务。

（四）规范文旅市场秩序，提升文旅服务质量

为规范文旅市场秩序和提升文旅服务质量，青海省

各级政府部门应多管齐下确保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一 是 建 立 健 全 的 法 律 法 规 体 系 ， 强 化 法 规 制 度 建

设，明确文旅行业的操作规范和服务标准、安全规范、

价格监管机制，对违规行为进行严格的处罚，确保市场

的公平竞争，保障消费者权益。同时，推动文旅企业进

行品牌建设，鼓励其提供差异化、特色化的服务，满足

不同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

二是加强行业监管和自律，设立专门的文旅市场监

管机构，定期进行市场巡查和质量评估，公开透明地发

布评价结果，为消费者提供参考。

三是注重文旅从业者的职业培训和教育，提供定期

的技能培训和服务理念教育，确保服务人员具备专业知

识和优良的服务态度。

四 是 推 动 服 务 质 量 提 升 ， 提 高 从 业 人 员 职 业 素 养

和服务技能，通过培训、认证等方式不断提高其专业水

平，注重硬件设施的现代化，也要强化软实力。

五是为了更好地监督市场，应设立文旅市场监督管

理和投诉平台，及时收集消费者反馈，快速响应并处理

相关问题。同时，鼓励行业内部自律，建立行业协会或

联盟，制定行业自律准则，有效规范文旅市场秩序，不

断提升文旅服务质量，为消费者打造更安全、更高质、

更有深度的旅游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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