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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互鉴新贡献
全面实施！5月 15日起，外国旅游团乘坐邮轮入境

中国免签。
入境旅游是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国际吸引力和旅

游竞争力的直接体现。通过旅游这扇窗，中国与世界相
知相交。

近年来，我国加强双多边合作，举办中俄、中美、中
法等旅游年活动，目前共设立 48个海外中国文化中心、
20个驻外旅游办事处和3个驻港台旅游办事机构，发起
成立世界旅游联盟等国际组织，开展“你好！中国”国家
旅游形象海外推广，推动中外游客互访、文明互鉴。

为全方位优化入境旅游环境，我国对外国游客入境
旅游进行全流程梳理，逐个打通堵点、解决问题，令外国
游客感到宾至如归。

出境旅游同样健康发展。中国已是国际旅游最大
客源国，144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中国公民组团出境旅游
目的地，越来越多人化身中华文明使者，讲述中国故事。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
行进在建设旅游强国之路上，中国旅游正向世界展

示独特魅力，描绘“诗和远方”美好图景。
据新华社北京5月16日电

重塑“ ”走出特色之路
——我国旅游发展驶上快车道

发展旅游业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

旅游工作，引领我国旅游业加速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
从推进旅游为民，到实施旅游带动；从推动文旅融合，到促

进交流互鉴，旅游正不断发挥为民、富民、利民、乐民的积极作
用，日益成为具有显著特色的幸福产业。

美好生活新期待
全国国内旅游出游合计 2.95亿人次，同比增长

7.6%；国内游客出游总花费 1668.9 亿元，同比增长
12.7%——数据显示，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旅游还
是“顶流”。

假日旅游“热辣滚烫”，休闲街区人山人海，“网
红”景点层出不穷……人们用动感的身影证明：旅游
已是小康社会人民美好生活的重要内容。

顺应人民群众新期待，我国加大优质旅游产品供
给力度，旅游景区数量不断增加，类型更加多元，市场
规模增长，成为旅游业发展的重要基础。

目前，全国已建成A级旅游景区 1.57万家，其中
5A级旅游景区 339家。旅游景区类型从传统的自然
山水、人文古迹，逐步拓展至乡村、冰雪、红色、主题公
园等，产品体系更加完备，更好满足广大游客观光、休
闲、度假，以及研学、教育等多层次立体化的需求。

既解决“有没有”的问题，也关心“好不好、满意不
满意”的问题。

激发群众旅游热情，有关部门强化旅游宣传推
广，举办消费促进活动，组织“中国旅游日”“旅游中
国 美好生活”“文明旅游 美丽中国”等活动，推出系
列促消费、惠民生举措，推动旅游消费持续升温。

提升旅游公共服务水平，我国建设旅游服务中心
3500多个，新建、改扩建旅游厕所 15万座，完善旅游
便民设施，发展智慧旅游，倡导文明旅游，让群众出游
更方便。

营造良好市场环境，文化和旅游部门持续推进未
经许可经营旅行社业务、“不合理低价游”专项整治行
动，建立常态化暗访评估机制，在重要时间节点专题
部署各地加强执法检查，让群众出游更放心。

经济发展新引擎
今年以来，“尔滨”旅游火热“出圈”：春

节假期8天，哈尔滨市累计接待游客1009万
人次，日均同比增长 81.7%；旅游总收入 164
亿元，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235.4%。

亮眼的数字，展现出旅游业在经济社会
发展过程中强大的带动作用。旅游业日益
成为新兴的战略性支柱产业。

在乡村，旅游赋能乡村振兴，带动农村
地区基础设施、公共交通、城乡环境改善和
相关产业发展。1597个乡村旅游重点村镇
示范引领，越来越多乡村通过发展旅游走上
致富路、打开振兴门。

在县域，旅游市场释放文旅消费新动
能。全国 A 级旅游景区的县域覆盖率由
2012年的73%提升至2023年的93%，旅游景
区有力支撑旅游发展和县域经济发展。

在城市，休闲旅游消费旺盛，休闲街区
成为人们打卡休闲的好去处。345个国家级
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因地制宜发展
具有地方特色的夜游产品，夜间文化和旅游
消费活力满满。

在景区，旅游业的就业带动效应更加突
出。2023 年，全国 A 级旅游景区直接就业
人数超过 160万人，带动就业总数超过 1000
万人。

一业兴、百业旺。旅游正在不断发挥综
合带动作用，释放强大“乘数效应”，更好服
务经济社会发展。

文旅融合新天地
2023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人次 12.9亿，创历史新高，

博物馆游“热度空前”、文创产品走红走俏。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从循着博物馆去打卡，到跟着演唱会去

旅行；从美食之旅、红色之旅，到非遗游、研学游，人们越来越注重
旅游中的文化元素，“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成为重要的旅游方式。

活化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统文化类景区由 2012年
的2064个增加到2023年的4000余个，年均增长8%。

注重用好红色资源发展旅游，传承红色基因，红色旅游类A级
旅游景区发展迅速，2012到2023年，数量和游客接待量分别实现年
均增长19.52%和13.08%，红色景区成为厚植爱国情怀的生动课堂。

打造彰显中华民族精神永续传承重要标志，我国持续推
进长城、长征、大运河、黄河、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旅游成
为人们感悟中华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方式。

推进国家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
推出国家工业旅游示范基地 142 个、体育旅游示范基地 74
家，打造智慧旅游沉浸式体验空间，发布全国旅游演艺精品
名录……立足与众多行业内在关联、相互牵动等特点，旅游
与其他行业的跨界融合越发丰富成熟。

如今，“村晚”“村超”“村BA”，演出、赛事、影视剧，都可以
是旅游的目的。文旅融合这篇大文章，书写得越来越精彩。

5月1日，在新疆克拉玛依市乌尔禾区，游客在天然沥青
矿参观游览。 新华社发

日前，游客在甘肃省敦煌市游览夜市。 新华社发

5 月 15 日，游客在山西省平阴县
芳蕾玫瑰花乡田园综合体内游览。

新华社发

近日，游客在青岛市栈桥
景区游玩。 新华社发

5月4日，在太原市晋源区晋祠镇北大寺村的稻田
里，小朋友和家长在体验插秧。 新华社发

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