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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峨眉”品牌提出后，这些年围绕交
通、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旅游基础设施等做
了很多工作，文旅融合、新业态等方面发展
很快，但也存在品牌打造不够响亮、发展不
平衡、效益不明显等问题。

打造“大峨眉”品牌，需要做精核心
区、做畅大环线、做优大区域、做响大品
牌、做实大联盟。要围绕峨眉山—乐山大
佛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为核心的景城
一体核心区，处理好核心品牌、大品牌和
分品牌的关系，以“核心”促进“大区域”发

展。同时，在建设方面发挥联盟作用，共
同突破跨行政区域结合部的难点，共建结
合部、同畅“大峨眉”，探索出“大”品牌的
活化、实效路径。

“大峨眉”品牌要想成为世界级的，需要
做到“品牌明主题，论坛解热点，营销兴亮
点”，可以打造世界级的“峨眉论道”，找准区
域功能定位，突出旅游产品定位，在强化品
牌的同时不断营销新亮点、新业态。希望

“大峨眉”文旅发展联盟齐心协力，唱响做优
“大峨眉”品牌。

研学旅游是古今中外的共识，其
根本是让旅游肩负起教育的历史使
命，通过研学旅游深度挖掘旅游的自
然和文化内涵，促进文旅产业高质量
发展。今后的研学发展要从行业标
准、课程设计、人才培养和基地规划等
方面入手，多管齐下，解决我国研学旅
游领域存在的“只旅不学”或“只学不
旅”的问题。

乐山拥有大量的山水资源和文化
遗产资源，有丰富的研学旅游题材。
2019年世界研学旅游组织总部落户乐
山，2020年研学旅游行业首次国际盛
会在乐山举办。经过两年多的实践，乐
山在研学旅游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积
极探索出“教育+文旅”新模式，打造了
乐游嘉学的研学品牌。今年1—6月，

乐山市累计接待
中小学研学旅行
70万人次，逐步构
建起全民研学的
新格局，进一步释
放了文旅产业发
展新动能。

如今在世界研学
旅游组织的推动下，乐山
可着力打造峨眉山研学营地和
乐山大佛研学课程，对峨眉山的佛
教、武术、茶道、中医、手工、地质、生
物、气候等各方面进行文化挖掘，对
乐山大佛的诗词、古建、非遗、民俗、
崖墓、水文、地貌等资源进行梳理，形
成完整的研学体系，开启研学旅游新
业态。

彰显城市特色
助推都市旅游发展

何智亚（重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委会主任委员）

挖掘梳理
开启乐山研学旅游新业态

杨振之（四川大学旅游学院教授）

齐心协力
唱响做优“大峨眉”品牌

陈加林（四川省旅游学会会长）

分工合作
推进“大峨眉”融合发展

陈乾康（四川省旅游协会副会长、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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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发展研学旅游，助力文旅高质

量发展？”“怎样利用好四川丰厚的非遗

文化资源？”“‘大峨眉’如何放大品牌效

应，提升品牌规模和集聚功能？”……9

月3日，第八届四川国际旅游交易博览

会“峨眉论道”活动举行，来自中外的文

旅专家汇聚峨眉山市，从旅游城市形象

营销推广、研学旅游品牌打造、“大峨眉”

联盟发展等内容深入探讨与交流，展开

思维交汇和智慧碰撞，为乐山加快建设

世界重要旅游目的地、推动文化旅游高

质量发展把脉支招。

陈乾康陈乾康

“大峨眉”文旅经济要高质量发展，最重
要的是聚焦非遗赋能。

四川是中国非遗资源最富集的省份，其
中“大峨眉”更是全省非遗资源最富集的地
区，有着发展文旅经济最好的可利用资源。
我们都讲“快旅慢游”，非遗就涉及到吃、住、
行、游、购、娱全产业链。但在发展非遗的过
程中，大家很少把非遗植入旅游的全业态。
今后，应该把文化和非遗植入旅游的全过
程，来提升四川文旅经济高质量发展。

乐山的非遗资源非常丰富，文旅资源优
势具有独特性，我们要深度挖掘乐山的非遗
资源，全过程植入到乐山的文旅经济发展
中，融入到老百姓的吃喝玩乐中。同时，发
展非遗不光是提振文化消费，更要在这个过
程中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感受我们的精神
力量。

总之，非遗赋能的空间非常大，乐山已经先
行了一步，接下来希望乐山再接再厉，实现非遗
赋能高质量发展，成为全省的标杆和示范。

非遗赋能
让乐山成为标杆和示范

郑晓幸（中国非遗保护协会副会长、四川省文联主席）

“大峨眉”文旅发展联盟涉及乐山、成
都、雅安、眉山、宜宾、自贡6市39个县（市、
区）300多家单位，各地区和单位要深入融合
发展，首先要对“大峨眉”这个品牌、市场、产
品有根本认同，准确把握“大峨眉”的国际旅
游品牌定位，在此基础上，优化自己的产品。

长期以来，“大峨眉”沿线旅游主要以观光
为主，文化旅游产品的挖掘还有很大空间，比
如茶文化的国际化经营、峨眉武术的世界性推
广等，都需要各成员单位进一步信息共享、平

台共建、品牌共创、市场共拓、人才共育、基础
共建、区域共治，共同提升“大峨眉”文旅品牌
知名度、美誉度和市场感召力，推进“大峨眉”
成为海内外游客向往的国际旅游目的地。

“大峨眉”文旅发展联盟成立以来，各成
员单位不断加强以“大峨眉”为核心的文化
旅游资源交流与合作，推进“旅游+生态”“旅
游+交通”融合发展，进一步优化完善了全省
文化旅游发展新格局，促进了四川文化旅游
产业高质量全域发展。

四川旅游资源非常丰富，其中由四川能
投文旅集团打造的牛背山景区项目，依托

“云瀑、日出、夕阳、雪山、星轨”等独有的自
然资源禀赋，逐步打造成独特的文化旅游
IP。

下一步，我们计划以点带面，将牛背山

景区项目打造融入到“大峨眉”文旅发展联
盟中，积极对接“大峨眉”其它景区和资源，
深度开发文化旅游产品，植入新的功能、新
的业态，形成文旅融合发展产业链，不仅带
动景区发展，也带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带
动老百姓增收。

对接“大峨眉”
打造文旅融合发展产业链

邹士勇（四川能投文旅集团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

何智亚何智亚

陈加林陈加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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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的大都市格局和特色风貌，为
发展都市旅游提供了有利条件。

近年来，重庆依托城市自然景观
和人文特色，做好具有重庆特色的传
统风貌区、历史街区、历史建筑的保护
建设，进一步留住城市记忆。同时，因
势利导、突出城市特色和文化底蕴，推
进网红城市建设，发展都市旅游，如今
已成为中外著名的山水之城、美丽之
地、魅力之都和旅游网红城市，洪崖
洞、长江索道、轻轨穿楼等都成为热门
打卡点。

助推都市旅游发展，需要彰显城市
自然特色及人文特色，成都和乐山都

是充满希望和发
展机遇的城市，
有许多值得重庆
学习借鉴的成功
经 验 和 优 秀 案
例。期望川渝两
地 加 强 联 系 交
流，传承弘扬源
远流长、底蕴深
厚的巴蜀文化，
促进文化和旅游资源
融合共享，共同建设在全
国乃至全世界极具特色和魅力
的巴蜀文化旅游走廊。

邹士勇邹士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