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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旅游局局长张谷在巴中旅游座谈会上的讲话 

（2010年12月29日） 

同志们： 

       刚才听了巴中旅游发展情况介绍，让我感到十分欣慰。今年巴中市接待游客400多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20多亿元，取得这样的
成绩相当不错。目前巴中已经成功举办了八届“中国四川·光雾山红叶节”，而且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效，我为巴中旅游发展所取得的
成绩感到十分高兴。这些年来，巴中旅游取得的成绩离不开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离不开全市上下和旅游系统的共同
努力，现今巴中旅游业已经有了一定基础，达到了一定规模。通过和市旅游局和县区旅游局各位局长的交谈，我深有感触，各位局长
专业性很强，对巴中旅游的认识很深，大家提出的旅游发展建议和所面临的问题，分析得很深刻也很具体。你们克服困难，勇于奋斗
的工作精神，受到了省旅游局的一致肯定，取得了很好的口碑。去年，全省评定出十个旅游工作先进单位，其中巴中市人民政府就在
其列，说明了当地党委、政府给予了巴中旅游业发展极大的重视和支持，这里我要代表省旅游局党组，向巴中各级党委、政府表示衷
心感谢。 

       刚才王政局长汇报到李仲彬书记、周喜安市长、魏文通副市长等市领导对巴中旅游业发展的战略思考，我感受到了巴中市委、市
政府对旅游业发展的重视和期盼。巴中作为全省较为边远的地区，旅游业受到当地党委、政府的重视，充分显示了眼光的长远性、前
瞻性。我相信在李仲彬书记、周喜安市长等市级领导及相关部门的重视和大力支持下，巴中旅游业很快将进入第二轮加速发展期，希

望在“十二五”期，巴中旅游年接待人次从400万人次突破到1000万人次，旅游年收入从20亿元突破50亿元甚至达到80亿元，伴随巴
中“七路一绕”交通格局的形成，巴中川东北地区交通枢纽地位彰显，随着巴中五个旅游园区的规划建成，巴中旅游年接待人次超过
1000万人次将不是问题。我想这应该作为“十二五”期巴中旅游的发展目标。 

       巴中旅游要怎么发展、应该怎么抓，这里我谈些个人看法，希望能与大家交流意见。 

       一、关于确定旅游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定位问题 

      任何产业的长远发展，都离不开科学的产业定位。我认为，巴中除了在基础设施建设、交通建设、农业基础建设、能源建设等方面
定位外，还应该在旅游产业定位上提升一个高度，旅游业因其具有扩大需求、调整结构、解决就业、缩小地区差距、扩大开放、传播
文化等综合的经济功能和广泛的社会功能，在现阶段以内需促增长、保民生、促和谐的发展背景下，应把旅游业摆在促进国民经济发
展、推动消费和改善民生、促进就业的战略定位上来。旅游作为见效快的富民产业，其有效发展将给老百姓带来最直接的经济效益，

有助于提高老百姓的价值观念。旅游产业还有极强的经济带动作用，我仅以数字说明，阿坝州的旅游业占财政收入比70%，九寨沟县

旅游业收入占财政收入比高达90%。旅游不仅有对社会经济的促进作用，也有对整个社会精神文明的推动作用，旅游是一个促进文化
交流互动的民间产业，也是一个改善人际关系、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产业，它的战略地位十分明显。 

      从巴中产业结构来看，第一产业比重较大，第二产业略显薄弱，巴中地处秦巴山脉，地形主要以山谷构成，可耕用地占国土资源比
重较小，这种地形从根本上制约了巴中一、二产业的规模化发展，旅游资源作为巴中最大的资源，巴中旅游业大有作为。伴随国家、
省对巴中革命老区的关心和支持， “七路一绕”交通建成之时必是巴中旅游大发展之时。 

       二、关于产业定位确立后怎么抓的问题 

       千万不能认为发展旅游业就是抓景区建设，景区建设固然重要，但绝不能局限于此，还要从五个方面下功夫： 

       一是线路统筹。旅游业发展一定要用创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中国优秀旅游目的地和旅游强县的标准，结合城乡环境综合治理，
采用线路统筹的方法，整合开发线路沿线核心旅游资源，统筹设置旅游沿线住宿、餐饮、娱乐、服务站、医疗救护等旅游配套服务设
施。旅游景区是吸引游客的核心吸引物，是旅游线路统筹的核心内容。旅游景区的规划和建设，不仅要整合各类自然旅游资源，还要
整合各类人文旅游资源，特别是整合当地的特色文化旅游资源，提升线路旅游产品的文化内涵，丰富产品体系的层次。我们抓旅游，
必须将旅游城镇、旅游通道、旅游景区一起抓，要在旅游景区、旅游城镇和相互连接的通道上下功夫，并要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案。 

       二是旅游产品定位。我们要有产品定位的概念，所谓产品定位，就是我们的旅游产品是以观光、休闲度假、商务、还是科考养生

定位。光雾山——米仓山作为秦巴山脉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海拔高度约1000多米，这样的海拔高度非常适合人类居住，很适宜休闲度



假，而且四季皆宜，并非任何地方都有这样的资源优势。因此巴中光雾山——米仓山的产品应该定位为秦巴山区的生态旅游度假胜
地。随着大众旅游时代的到来，旅游市场竞争十分激烈，人们对旅游产品的个性化需求越来越明显，以静态观光产品为主的景区显然
已经不能满足游客差异化需求。所以我们要在现有山地、旅游通道两侧合理规划旅游度假区，挖掘竞争优势，通过挖掘不可替代的核
心要素，实现景区差异化优势。要把巴中建成秦巴山区生态旅游度假胜地，保证游客来了巴中就能将它作为休闲度假地，并能停留一
段时间。留住游客才是产生效益的根本。要在产品规划上做好片区规划，根据景区特点开辟游客参与性强的项目，增加服务功能，例
如开辟高尔夫球场、度假基地、增添体育服务项目等等，只有景区的配套服务功能健全了，才能留得住游客。我认为目前巴中的旅游
要以休闲度假养生为主，要在资源合理开发的同时做好生态保护，促成巴中旅游产品结构优化，提升吸引力。 

       三是全方位合作。发展旅游业，单凭旅游部门单方面工作是远远不够的，要发动全社会力量，各部门力量，政府力量和民间力
量，形成共识。我认为巴中十分需要召开旅游发展大会或旅游动员大会，旅游发展一定要引起市委、市政府和各级各部门的高度重
视。要让全民形成大旅游的意识，针对旅游接待服务设施不足的问题，就要发动民间力量，可以由居民提供民房弥补接待设施不足的
问题，让人们切实从旅游服务中感受到旅游带来的经济效益。通过鼓励和引导社会企业、居民参与，实现社会资源配置向旅游线路统
筹倾斜，才能产生实际效果。 

       四是旅游形象和旅游功能。必须要在旅游形象和旅游功能上下功夫，形成旅游城镇、旅游通道、旅游景区的有效连接。各旅游线
路或旅游目的地都应有鲜明而有特色的旅游形象，包括旅游目的地、旅游城镇、以及旅游通道沿线建筑风貌、植被、色彩、灯光等都
应进行统筹形象规划与建设。要明确各条旅游线路的主题形象，既要突出特色，又要避免旅游产品和旅游形象的同质化。在规划建设
旅游线路或旅游目的地的旅游景区、旅游城镇和旅游通道时，既要考虑其满足居民生产生活的功能，也要考虑其满足游客旅游的功
能。在连接旅游城镇与旅游景区的通道合理配置休憩点、餐饮点、住宿点、标志标牌、残障服务设施、旅游厕所等，鼓励和引导市场
发展满足境内外游客多层次、多样性和特色化的需求。 
       五是旅游体制、机制。建立和完善旅游发展体制、机制是推进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保障，旅游机制最终体现在促进区域旅游发展
的机制和体制上，它是区域旅游发展的软实力和核心竞争力，区域旅游发展要遵循旅游产业自身发展规律，在发挥好政府主导作用的
同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建立“政府主导、企业经营、全民参与、市场化运作”的发展机制。 

       巴中旅游已经到了产业战略定位，产品战略定位调整和整个产业推动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随着巴中交通条件的不断改善，领导
对旅游业发展的关心和重视，巴中旅游将有更好更快的发展，省旅游局也将全力以赴支持巴中旅游发展。 

 

                                                                                四川旅游发展研究中心摘自四川旅游政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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