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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管理、文化创意等方面，新疆在这些领域的人才相

对短缺，也制约了文旅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和提升。

（二）未来展望

新疆融雪山、草原、戈壁、湿地、沙漠、湖泊等自

然景观于一体，浓郁的民俗风情和多元文化碰撞，塑造

出新疆别具一格的旅游特质。文旅资源极其丰富，且类

型多样，品质优良。天山天池、喀纳斯、那拉提、喀什

古城等国家5A级景区在国内外影响力日渐增强。基础设

施的不断完善更是为新疆旅游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目

前新疆民用运输机场数量已达25个，至“十四五”末在用

和在建机场将达到37个，“铁公机”齐头并进为新疆旅游

业发展铺平了道路，再加上冰雪、水上水下、露营、山地

旅游等轻型旅游装备新品种的增加，旅游热点不断向游客

原先难以企及的地方延伸。展望未来，新疆可以继续依

托优质资源禀赋，立足独特的区位优势，实施“新疆是

个好地方”品牌战略，更好推动新疆旅游高质量发展。

1、文旅融合方面

应 继 续 加 大 政 策 支 持 力 度 ， 为 文 旅 产 业 发 展 提 供

更多更有力的支持和保障；持续深化文旅融合，将更多

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元素与旅游产品和服务进行深度结

合 ， 打 造 更 多 具 有 文 化 内 涵 和 特 色 的 旅 游 新 业 态 和 产

品；加大南疆旅游开放力度，推动向“全域、全季、全

民、全业态、全要素”升级，打造全季旅游业态，做好

文旅融合大文章；结合兵团特色资源和优势，推动兵地

文旅产业深度融合；提供更加灵活多样的旅游产品和服

务，满足游客的个性化需求；加强品牌宣传和推广，利

用 多 种 媒 体 平 台 进 行 精 准 营 销 ， 加 大 文 旅 资 源 宣 传 力

度，拓展国内外旅游市场。

2、文旅创新方面

要 善 于 抓 住 新 疆 出 彩 时 机 引 客 入 疆 。 如 《 我 的 阿

勒泰》提前引燃新疆旅游后，为化“流量”为游客“留

量”，阿勒泰当地文旅部门还原了剧中巴太树、张凤侠

小卖部、文秀桥、孤独的树等20个景点，并推出四条与

剧情相关的主题打卡线路，针对性地打造了多款旅拍、

非 遗 展 演 等 旅 游 产 品 ， 将 剧 集 粉 丝 转 化 为 阿 勒 泰 的 游

客。剧中出现的“沃尔铁克”演奏、牧民转场等民俗元

素和阿勒泰美丽的星空也正成为新的旅游名片。体育旅

游方面也可以借鉴这种影视引游出圈的做法。2024年新

疆籍运动员在田径、足球、篮球等方面捷报频传，如3月

至6月间荣获全国和亚洲级别4次冠军的田径运动员艾力

西尔、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36强赛中崭露

头角的拜合拉木、全国“村BA”夺冠的新疆叶城队等，

让国人看到了新疆体育方面实力所在。新疆文旅可借这

一波波流量潮打造“新疆体育之乡”IP品牌、开发多种文

旅产品吸体育粉引客入疆，并把足球之乡阿图什等送上

文旅赛道，从体育方面讲好新疆故事，刷新人们对新疆

认知，并做好一条龙的旅游线路设计和相关配套服务，

让大美新疆和新疆的精气神、正能量被更多的人看到，

吸引更多八方宾朋探访新疆、打卡新疆；深入研究和挖

掘新疆历史文化、民俗风情，在保护和传承好优秀传统

文化的同时，还要引客+留客，用现代科技手段打造更

多的沉浸式文化体验项目让游客产生更多的逗留和回头

意愿；将智慧旅游作为新疆文旅产业的主要发展方向之

一，紧跟市场需求和科技发展趋势，不断推出新的旅游

形式和体验项目，推动虚拟旅游、智慧旅游的发展，提

升旅游管理和服务的智能化水平。

3、基础设施服务和人才培养引进方面

要 着 力 解 决 “ 三 难 一 不 畅 ” 问 题 ， 继 续 加 大 对 交

通、住宿、餐饮、通信等基础设施的投入，完善旅游配

套 设 施 ， 营 造 良 好 的 旅 游 消 费 环 境 。 加 强 旅 游 市 场 监

管、规范旅游市场秩序，及时处理游客投诉，保障游客

合法权益。完善旅游信息服务体系，提供准确、及时、

全面的旅游信息。提高旅游从业人员的整体服务水平和

专业素养；增强做好文化和旅游人才工作的责任感和使

命感，以“订单式”人才援助项目为抓手，加强对新疆

文 化 和 旅 游 人 才 的 精 准 帮 扶 ， 以 创 新 工 作 方 法 为 着 力

点，提升人才援助项目的综合效应，高标准实施好文化

人才专项、乡村文化和旅游带头人支持项目。通过加强

与高校和职业院校的合作开展在职人员培训，制定优惠

政策吸引国内外优秀文旅人才来新疆发展，为新疆文旅

产业的创新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4、可持续发展和区域发展方面

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建立健全生态环境保护机制和

文化传承保护体系，将生态环境保护纳入文旅产业发展

规划中，确保文旅产业实现可持续发展；加强对景区生

态环境的监测和管理，严格控制游客数量，避免过度开

发对环境造成破坏；推广生态旅游模式，引导游客文明旅

游，增强游客的环保意识；推动区域均衡发展。加大对相

对落后地区的文旅投入和扶持，促进新疆各地文旅产业的

协调发展。用好旅游“一业兴、百业旺”的乘数效应，

吸纳更多当地群众参与到景区建设、运营、管理中，真

正让群众通过发展旅游增收致富、感受现代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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