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美昭通，波光潋滟，崇
山峻岭，风光正好。

云中苗寨、云中乐谷、
范家坝塘、红苹果度假区、
多巴胺县城盐津等地成
为省内外游客新晋打卡
点。

一半山水一半城。
昭通位于云南省东北部，
地处云、贵、川三省接合

部的乌蒙山腹地，是四川
盆地向云贵高原过渡的地

带。自秦开“五尺道”、汉筑“南
夷道”，昭通就成为中原文化进入

云南的重要通道，是我国“南丝绸
之路”的要冲，素有“锁钥南滇，咽喉
西蜀”之称。

滚滚的历史车轮给这片热土留
下了深刻的文化印迹，民俗文化、红
色文化与大山大水大峡谷交相辉
映。从城到乡、由点及面，处处有看

点、时时有玩头……近年来，依托得
天独厚的山水人文资源，昭通深入挖掘

旅游资源，让远方的客人慢下来、留下
来、住下来，各种品牌活动好戏连台，文
旅融合风生水起。

项目引领 产业化推进添动力
文化旅游产业要实现大发展，离

不开一个个项目的支撑。
昭通围绕打造“面向滇川黔

渝的生态文化旅游目的地”发展
定位，重点推进大山包精品旅游
环线、昭通古城保护修复、扎西会

议会址红色旅游、长征国家文化公
园（昭通段）建设、沿金沙江高峡平湖旅

游、高品质酒店建设、农文旅融合示范村建
设、小草坝景区提升、铜锣坝景区、水富西部大峡
谷创建5A级旅游景区“十大文旅项目”，通过点
的突破，带动面的整体提升。

今年以来，昭通市对古城中的广东会馆、文
庙、陕西会馆、李耀庭家庙、迟家大院进行保护

维修，着力恢复“昭阳八景”，打造滇川黔
省际中心城市文旅业态，提升旅游集

散功能，引导昭通本地和周边区域
老字号或特色老店集聚，强化购

物、餐饮等服务，推动城市游
憩商业区、旅游综合体建设，
重点培育文化体验、生态旅
游和避暑康养旅游等业态，
带动全市文化旅游产业高
质量发展。

打造农文旅融合赋能
乡村振兴示范点，加强乡村
生态环境和文化遗存的保
护，依托绿水青山、田园风光、
乡土文化、民族风情、地方美

食等资源，打“特色牌”，走“特色
路”，建成云中苗寨、尤家湾、云中

乐谷、范家坝塘、大团岩、宝藏村、田
园新村示范点 7 个，培育短途

游、周末游、亲子体验游新
业态。

2022年，昭通
市 新 增 国 家

AAAA 级旅游
景区 3 个，成
功创建全国乡
村旅游重点村
1 个、省级全
域旅游示范区
1 个，3 条线路
入 选“2022 云
南新业态旅游
线路”，评定丙

级旅游民宿9家，文化市场综合执法考评总分排
名全省第2名，旅游高质量综合考评总分排名全
省第4名。

按照“市场化、高端化、智慧化、国际化”要求，
指导小草坝、铜锣坝 2个景区创建国家AAAA级
旅游景区，指导云上马楠、马树湿地、大团岩3个
景区创建国家AAA级旅游景区和建设2个高品质
酒店、1个半山酒店；启动镇雄县雄府酒店建设、昭
通宾馆改扩建提升项目，推进高品质酒店建设；协
调彝族六祖分支景区开通高清监测线路4条，并
逐步推进新评定的4家高A级旅游景区开通视频
流量监测线路。

下一步，昭通市将着力推进大山包国家景区
建设，做好世界级景区规划，推动昭通古城保护项
目建设，加快千顷池农耕文化公园、洒渔河流域农
文旅融合示范点等重点项目规划建设，为进一步
创建 A 级旅游景区奠定基础。此外，鼓励黄连
河、山海洞、豆沙关等老景区提质增效，进一步完
善景区内配套设施，挖掘景区文化内涵，增强市
场竞争力。

交通设施不断完善。昭通位于昆明、成都、重
庆、贵阳4大省会城市的交会地带，潜在的旅游客
源有近 2亿人。近年来，公路、铁路、水运、航空

“四位一体”的现代综合交通网络不断完善，“十四
五”末将实现“县县双高速”。目前，威信、镇雄已
通高铁，渝昆高铁正在加紧建设，直飞北、上、广、
深、杭等13条航线已开通，昭通独特的区位条件
正快速转化为明显的旅游发展优势。

文化传承 增添文化旅游新韵味
昭通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如何让镌刻

着厚重文化印记的城市在新时代的发展与前行
中熠熠生辉，让一方沃土更有文化，让文化更有
价值？近年来，市委、市政府稳抓文化遗产保护，
文物保护机制更加健全；召开全市文物工作会、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昭通段）建设专题会，进一
步强化各级党委、政府文物保护工作，有力推动
文物保护、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昭通段）建设各项
工作。

文物安全体系更加完善。开展巡查检查并整
改安全隐患265处，为市级以上文保单位配备灭
火器材，实施场坝红二、红六军团乌蒙回旋战指挥
部旧址等20余处文物修缮和抢险加固工程，开展
朱提故城遗址、梁堆墓考古发掘，推进“三大电站”
库区文物复建，对昭通中心城市40块建设规划用
地进行文物前置审查，将1043处文物坐标点、109
处文物“两线”纳入市级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有效开展。端公
戏（傩戏）、四筒鼓舞被列入第五批公布的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代表性名录。组织申
报第二批省级革命文物 51项。实施苗剧、花灯
戏复苏行动，新增第五批省级非遗项目18项，入
选全省“非遗伴手礼”11件，扶持设立 6个“小精
特”传习馆所。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有序推进。编制《长征国
家文化公园（昭通段）建设保护规划》，规划项目
38 个，现已开工建设 18 个，共计整合资金 4.62
亿元，累计完成投资 4.1 亿元；启动长江国家文
化公园（昭通段）建设，完成 1258 个文物点信息
调查，策划上报储备项目 12 个，落实规划编制
经费 100 万元。各个博物馆（纪念馆）累计接待
参观群众 178350人次、团队 810个，提供讲解服
务 692次。

提升品质 塑造昭通旅游新形象
强基础，练好文旅宣传基本功。根据市委、

市政府关于旅游发展新要求，制作全市旅游导览
图、宣传折页、宣传画册、《昭通印象》文旅形象宣
传片、景区VR、手机彩铃，创作一批歌唱昭通的
歌曲等，多渠道全方位宣传昭通文旅资源。

强化外宣形象。做强“昭通文旅”抖音号和公
众号，借助昭通市级媒体宣传矩阵、省文旅厅宣传
平台，以文字、图片、音频、视频、互动话题等多种
形式、多种途径宣传。

主题宣传营销。围绕“有一种叫云南的生
活·遇见昭通”结合组织新闻发布会，结合节庆开

展云南·永善第三届“乌蒙金沙·佳果天成”枇杷文
化旅游节、巧家县湖滨旅游开发蒙姑滑翔伞活动、
啤酒音乐美食节等各类活动120余项，让更多的
游客在活动中体验昭通、品味昭通、认识昭通。

“暑夏清凉游”宣传营销见实效。抓住昭通独
特的区位和气候优势，昭阳、鲁甸、大关、彝良4个
县（区）联合启动“暑假游昭通”策划营销，通过强
内容、扩渠道、抓运维等方式提升昭通文旅品牌影
响力，实现“乌蒙凉意爽，秋城客如潮”。据不完全
统计，在昭通避暑一个月以上的游客超 10万人
次，探亲访友、短期旅游、流动避暑等游客累计超
过100万人次。

借助旅游大型专题展会促宣传营销。用好省
文旅厅提供的宣传平台，积极组织全市涉旅企业、
旅游景区参加在上海、广东、浙江、四川、重庆等主
要客源市场举办的国际知名的大型旅游营销活
动，全力提升昭通形象。

文艺精品 尽展文化惠民新魅力
近年来，文化创作精品迭出，昭通文化品牌在

全国声名远播。翻开近年来昭通组织创作的文化
艺术精品“成绩单”，可谓是硕果累累。端公戏《采
木画梁》、昭通唱书《涤亲溺器》获云南省第三届传
统戏剧曲艺汇演传承奖（金奖）。

公共文化服务持续深入。2023年上半年，统
筹启动了9个万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公共图书
文化服务网点建设，开展了“我们的中国梦·文化
进万家”“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等系
列文化惠民活动。全市“两馆一站”免费开放，共开
展群众文化演出活动1200余场、举办各类培训班
220次、举办各类展览43个、组织各类公益讲座160
次，服务观众112万人次。

艺术工作有序推进。今年1—6月，全市累计
开展“送文化百千万工程”惠民演出3566场、各类
公益性演出100余场、濒危剧种（端公戏）免费演
出104场，惠及群众159万余人次。

今年上半年，昭通市推动出台了农文旅融合
赋能乡村振兴三年行动计划，承办了全省红色旅
游培训班。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昭通段）建设稳步
推进，累计完成投资5.15亿元，红色旅游影响逐步
扩大。据统计，全市文旅康养项目库项目83个，
其中在建项目 34个，完成投资 23.99亿元。文旅
签约项目 15个，协议引资 61.25亿元。乡村旅游
逐步成为常态，旅游消费稳步提升。

宣传营销效果突出。今年上半年，组织开展
了“千号联动”自媒体推广、“欢乐五一 嗨玩昭
通”、“昭通暑夏清凉游”等系列宣传活动，并通过
抖音、快手等平台开展线上直播，推动昭通文化旅
游走上“云端”、进入“指尖”。“欢乐五一 嗨玩昭
通”话题排名新浪微博同城热搜第一，系列短视频
累计播放5000万余次。

文旅市场管理有力有序。今年以来，全市共
出动执法人员8997人次，检查文化旅游企业2911
家次，办结案件17件，受理投诉、举报共计59件，
办结率100%。

在这里，文化和旅游的融合，让诗与远方从
美好的憧憬成为可以惬意享受的体验；在这里，
文化和旅游的叠加效应凸显，昭通正乘着文旅
融合发展的东风，绽放满园芬芳，散发出无穷的
魅力。

（（本版图片均来源于昭通日报社图视库本版图片均来源于昭通日报社图视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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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信县城概貌威信县城概貌。。

长街宴。

苗族古老的迎宾仪式苗族古老的迎宾仪式。。

鹤舞高原鹤舞高原。。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夏日水上摩托艇夏日水上摩托艇。。

小草坝秋景小草坝秋景。。

永善马楠花山节永善马楠花山节。。

高 质 量 发 展 调 研 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