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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解山东文旅融合发展五年规划
来源：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 2020 年 8 月 3 日

日前，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复同意了关于山东省文化旅

游融合发展规划（2020-2025 年）（以下简称《规划》）。

《规划》力求通过发挥齐鲁文化优势，推动文化与旅游深度

融合，大力发展精品旅游，建设红色文化旅游基地、优秀传

统文化旅游基地，打造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新高地、国际著名

文化旅游目的地。

围绕目前山东文化旅游发展存在的碎片化、低端化、封

闭化等问题，《规划》明确，在规划建设四大文化旅游示范

区的同时，突出打造六大文化旅游带，推出 16 条综合型经

典文化旅游线路、7 个系列主题特色型文化旅游线路，实现

“串珠成线、连片成面”；加强文化旅游资源发掘和整合利

用，实施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山东）建设、齐长城国家文

化公园建设、黄河文化保护传承弘扬、旅游景区质量提升、

历史城区文化旅游整合打造等五大工程，完善文化旅游精品

体系，通过“文化+旅游”“文旅+”，培育文旅新业态，激

发产业发展新动能；构建南联北引、西接东汇的区域开放新

格局，南向加强与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文化旅游合作

共享，北向强化与京津冀城市群、东北地区和东北亚地区协

同发展，西向强化与黄河沿线等中西部省份的对接和联动，

东向加强与日韩的文化旅游合作交流，实现开放互动、协调

发展。



《规划》明确，将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助推打造乡村振

兴齐鲁样板作为重点任务之一，围绕推进乡村旅游集中连片

发展、创新乡村旅游业态、打造乡村旅游精品等实施乡村旅

游提升工程。包括重点构建“六大乡村旅游集聚带”，即黄

河风情乡村旅游带、运河文化乡村旅游带、齐长城乡村旅游

带、海滨渔家乡村旅游带、沂蒙红色乡村旅游带、城郊休闲

乡村旅游带。打造一批田园综合体、农旅特色小镇、智慧农

业园区、乡村旅游特色村等龙头示范项目。加大对夏津黄河

故道古桑树群、枣庄古枣林、乐陵枣林复合系统、章丘大葱

栽培系统等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讲好齐鲁乡村故事。

到 2022 年重点打造 1000 个景区化村庄、100 个精品旅游特

色村、100 个特色文化旅游小镇,推出一批现代农业园区、精

品民宿集聚区、特色乡村旅游园区。

为有效突破夜间旅游、淡季旅游问题，市场主体培育问

题以及旅游智慧化问题，《规划》强调通过完善繁荣夜间经

济政策措施，丰富夜间旅游产品，改善旅游消费环境，推动

旅游与城市商圈融合发展，打造一批城市夜游集聚区。通过

推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5G 技术等与文旅

产业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实施“一部手机游山东”智慧文旅

工程，推动文化旅游产业转型升级等。











“云旅游”：云端美好 触手可及
来源：光明日报 2020 年 7 月 27 日 作者 李勇坚

旅游是典型的体验经济。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无法开

放的旅游景区为保持热度，通过视频、直播、在线互动、VR

体验等多种方式，给消费者丰富的在线体验；消费者利用互

联网在线模式进行景区游览，“云旅游”很自然地走入生活。

“云旅游”并不是一个新概念。2011 年前后，这一概念

已经受到关注。当时的“云旅游”，主要指利用云计算技术，

将旅游全过程资源、服务等数据化、在线化、智能化，将导

览、导购、导游和导航功能整合到一个平台中，为游客随时

随地提供互动式、多媒体、全资讯的智慧旅游实现模式。而

疫情之中的“云旅游”，则通过更为丰富立体的表现形式，

使消费者在家中实现了“诗和远方”的梦想。

例如，故宫博物院与观众相约云端，分享“数字故宫”

的故事；敦煌研究院首次推出微信小程序“云游敦煌”，带

领游客远程畅游敦煌石窟；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樱花季，武

汉大学联合各大媒体推出“云赏樱”慢直播，等等。这些产

品则包含了更专业的讲解、更深层的知识、更多元的实时互

动。

一些人士认为，作为在疫情中急速“火爆”的文旅新模

式，“云旅游”契合了疫情期间游客无法实地体验的需求，

一旦疫情消除、社会步入常态，这种模式就会失去其价值。

深层来看，这种观点有失偏颇。



作为新的“种草”模式，“云旅游”可以将数字“流量”

变为“留量”。近年来，我国网络直播发展很快，预计 2020

年直播经济将超 1 万亿元人民币。从直播经济的结构看，秀

场直播、游戏直播、电商直播占了绝大部分，旅游类直播相

对较少。“云旅游”通过与消费者的深度互动，能够实现“先

种草，后出行”，一方面解决了消费者因信息不对称而带来

的旅游体验差问题；一方面使景区的推广能覆盖更为广阔的

人群。对于热门景区而言，“云旅游”突破了时间与空间的

限制，突破了景区物理接待能力的限制，从而推动旅游业的

线下线上融合。

在技术与商业模式创新的推动下，“云旅游”正在从渠

道变成一种全新的体验产品，不单纯是景区物理环境展示，

而是添加了更丰富的内容。在一些人文景区，通过“云旅游”

的深度挖掘，可以使景区潮起来、文物动起来、文化活起来、

历史醒过来，打造与线下完全不同的旅游体验产品，带来比

线下更生动、更丰富、更深度的体验。“云旅游”还能带来

更为多元的互动性，使旅游与社交的融合更为紧密，满足游

客差异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和腾讯文创共

同发布的《新冠肺炎疫情下的旅游需求趋势调研报告》表明，

疫情后总体旅游动机均值较 2019 年提升 4.0%。其中“进行

社交，结识新友”提升 8.0%，“了解文史，丰富知识”提升

7.4%，而“云旅游”对这两方面的满足能力高于线下旅游，

其发展值得期待。



有观点认为，“云旅游”的一大缺陷在于，其异地体验

特性无法给景区带来住宿、餐饮等收入。但也要看到，“云

旅游”可以通过商业模式创新，推动产业跨界创新融合。借

助“云旅游”，很多博物馆等文化场所打开了文创产品销售

渠道。在今年的国际博物馆日，南京博物院、中国广播电视

联合会和江苏交通广播推出“为国宝代言”小程序，让国宝

在云端呈现、云端讲解、云端接轨文创，带来了当地特色产

品的网络热销。

以直播为代表的“云旅游”，其门槛并不高，一部手机，

一个专业知识丰富、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主播，就能将景区的

风光、历史、文化等立体呈现给消费者。因此，它也是一个

非常有发展空间的创新创业新场景。

（作者：李勇坚，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

略研究院研究员）

（编辑 杨珠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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