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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通坐拥乌蒙磅礴、金沙奔涌的
天然画卷，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璀
璨夺目的人文资源孕育了“文学之
乡”的深厚文脉。当“避暑经济”成
为区域文旅竞争的新赛道，政务信
息不应止步于政策传达，更应成为
彰显城市气质、触发情感共鸣的“官
宣媒介”。

不失真、不越界、不炫技，创新昭
通文旅政务信息“话语体系”，不是肤
浅地追求华丽辞藻，而是要在保持权
威性的前提下，增强政务信息的感染
力与传播力、凸显城市形象的独特性
与差异性、展示区域文化的仪式感与
存在感。

近期，昭通市融媒体中心“昭通
发布”客户端等多个新媒体平台推送
了《游客到昭避暑旅游服务管理二十
条措施》（以下简称《二十条措施》）。
现以《二十条措施》为例，就创新昭通
文旅政务信息的文风进行以下探讨。

建议以“三个转变”破题：从程式
化公文转向沉浸式叙事，从功能化表
述转向情感化表达，从同质化宣传转
向差异化传播。

构建“三维话语体系”

权威维度：保留政策核心要素，
采用“政策要点+诗意解读”双栏排
版，可将《二十条措施》拆解为“政策
干货+昭通式浪漫”同步呈现。

原文：为做实做细“吃、住、行、
游、购、娱”全链条服务管理，中共昭
通市委办公室、昭通市人民政府办
公室最近印发了《游客到昭避暑旅
游服务管理二十条措施》，从增强服

务意识、扛牢压实责任、狠抓工作落
实、加强跟踪督办等方面提出了工
作要求，将从吃在昭通、住在昭通、
游在昭通、玩在昭通、悦在昭通 5 个
方面采取 20 条措施，进一步认真做
好各项服务管理工作，全面提升文
旅形象和服务质效，全力打造好新
时代“昭通印象”。

新拟：乌蒙山麓清风徐来，金沙
江畔暑意尽消。当盛夏的热浪席卷
而来，昭通正以一座城的诚意，为四
海宾朋演绎“诗与远方”的交响乐。
近日，昭通市委、市政府精心“烹制”
的《游客到昭避暑旅游服务管理二
十条措施》正式出炉，从舌尖至心
尖，从晨光至星辉，以“吃、住、行、
游、购、娱”的全域匠心，勾勒出一幅

“山水养眼、人文养心、烟火气养胃”
的避暑长卷。

文化维度：提升政务信息的高
度、深度、厚度、温度，让政务信息有
风骨、有个性、有品性、有才情。可植
入“文学基因”，邀请本土作家参与文
案创作，将“锁钥南滇”的历史意象转
化为“清凉通关文牒”等现代隐喻；可
优化表达形式，摒弃“官样八股”、消
灭“要字句”“强调”词、转化被动语
态、植入传播基因等。让每一次官宣
都能收获粉丝，推文被点赞、被转发、
被收藏。

网络维度：提升政务信息的网络
传播效果，创设“昭通降温公式”等话
题，用“紫外线指数=热情指数”“海拔
高度=幸福刻度”等富有网感的创意
方式宣传昭通的气候优势，带动网络
话题热度，与网民进行常态化互动，
为昭通文旅产业营造积极、活跃的社

会文化氛围。

创新表达方式

标题革命：创新政务信息的文
风，从标题着手。遵循标题设置原
则：一是明确性，直接反映政务信息
的核心内容或主题，让读者一眼就能
了解大致内容；二是简洁性，尽可能
简明扼要，避免冗长和复杂的表述；
三是吸引力，对于需要吸引读者注意
力的政务信息，标题可以设计得更具
吸引力和创意。

原题：《游客到昭避暑旅游服务
管理二十条措施》

新拟：《给高温城市的“降温贴”：
昭通致北上广渝的22℃告白书》

文本再造：把政务信息逐一分开
来解剖，分别嵌入艺术、文化、经济、
学术等信息，使其在呈现上更加饱
满、更具生命力，提高可读性。

原文：《二十条措施》第二条：聚
焦餐饮场所环境卫生、食品安全开展
排查、清理、整治，提升吃在昭通的品
质。加强农贸（集贸）市场、商超、乡
镇综合市场等食用农产品经营场所
管理，保证食品卫生、安全、新鲜。

新拟：“监管利剑”与“服务柔情”
并举，农贸市场里的“电子秤卫士”全
天值守，小草坝天麻、昭通苹果、野生
菌化身文明风景线，昭通小肉串的炭
火焦香、天麻汽锅鸡的新鲜出炉。

原文：《二十条措施》第七条：增
加一批“潮汐停车位”，合理增设一批
临时停车场，科学设置游客限时免费
停车位。

新拟：潮汐停车，当落日为车牌

镀上金边，所有“云C以外”的车辆自
动获得限时免费停泊权——这是昭
通写给自驾游客的“月光请柬”。

原文：《二十条措施》第八条：优
化电信及电视业务，为外地游客开通
短期宽带电信网络和电视服务。

新拟：“短租宽带”如空中桥梁，
让异乡客的视频里，永远记录着昭通
的云卷云舒。

强化传播生态

制作差异化传播版本。以政务
信息为基础，撰写适合抖音、微信、微
博、快手等新媒体平台传播的差异化
版本。

制作成体系的“政策盲盒”文创
产品。每个盒子内含有昭通手绘地
图、旅游攻略、伴手礼、美食宝典、五
星级推介路线、特色村落、红色路线、
印有文旅金句的“降温符”书签等系
列文创产品。

《二十条措施》，是政策更似情
书，是昭通用炽烈的热情将“避暑之
地”升华为“心灵栖居之地”。当文旅
产 业 从“ 流 量 争 夺 ”迈 向“ 留 量 培
育”，从“半年经济”迈向“全季经
济”，这座曾以“咽喉西蜀、锁钥南
滇”闻名的古城，可以凭借全新的政
务话语体系，书写昭通“近者悦远者
来”的现代篇章。

政务文风创新本质是治理思维
的升级。当政策语言用金沙江的韵
律吟唱、珙桐花的姿态绽放，昭通文
旅将真正实现从“地理坐标”到“情感
IP”的蜕变。

以上，仅为记者愚见。

关于创新文旅政务信息文风的探索
——以《游客到昭避暑旅游服务管理二十条措施》为例

记者 马 燕

为做实做细“吃、住、行、游、购、
娱”全链条服务管理，中共昭通市委
办公室、昭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最近
印发了《游客到昭避暑旅游服务管理
二十条措施》，从增强服务意识、扛牢
压实责任、狠抓工作落实、加强跟踪
督办等方面提出了工作要求，将从吃
在昭通、住在昭通、游在昭通、玩在昭
通、悦在昭通5个方面采取20条措施，
进一步认真做好各项服务管理工作，
全面提升文旅形象和服务质效，全力
打造好新时代“昭通印象”。

吃在昭通
1. 推出一批昭通特色美食，推

介一批昭通农特产品，发布一张美
食地图，发放一批美食、美宿、美物
消费券。

2.聚焦餐饮场所环境卫生、食品
安全开展排查、清理、整治，提升吃在
昭通的品质。加强农贸（集贸）市
场、商超、乡镇综合市场等食用农产
品经营场所管理，保证食品卫生、安
全、新鲜。

3.在高速公路服务区、国省干道
沿线规划设置农特产品临时购物交

易点，强化引摊入市，杜绝占道经营，
确保游客出行畅通。

4.加强产品质量、市场秩序监管，
严厉打击假冒伪劣、以次充好、缺斤
短两、强买强卖等行为。

住在昭通
5.督促酒店、宾馆、民宿等经营企

业明码标价、诚信经营、优质服务，严
厉打击虚假宣传、价格欺诈、单方失
约等违法违规经营行为。

6.强化出租房租赁、民宿审批规
范管理，动态发布房源信息，不得限
制性审批。优化管理方式和巡查频
次，不得随意打扰游客正常生活。

7.增加一批“潮汐停车位”，合理
增设一批临时停车场，科学设置游客
限时免费停车位。

8.优化电信及电视业务，为外地
游客开通短期宽带电信网络和电视
服务。

游在昭通
9.推出一批周边游、短途游线路，

发布一批旅游攻略。
10.在昭阳区洒渔河流域、鲁甸县

轿顶山、尤家湾，永善县云上马楠、茂

林永安营地，彝良县小草坝等提供部
分自助免费露营点。

11.加强公共交通服务保障，结合
实际增设旅游交通专线，适当延长热
门景区、商业区周边公交车线路运营
时间。组织提供外地游客包车、租车
等服务。

12.推行柔性执法，对到昭自驾游
外地车辆，落实 15 项违法“首违不
罚”、16 项轻微违法“口头提示”等措
施，提升执法温度。加强重点时段、
重点路段交通疏导，提升道路交通通
行效率。

13.开展机场、火车站、客运站等
客运市场秩序整治，规范出租车、租
赁车、网约车等经营，依法打击非法
运营行为。

玩在昭通
14.在公园、广场、商超、车站等人

员密集场所设置游客服务咨询点和
志愿服务岗，提供旅游咨询服务。

15.持续做好以昭通古城、公园、
广场、重要景点和标志性建筑等为
重点的亮化美化，不断提升昭通城
市品位。在公园、广场等公共活动

场地划分广场舞等游客文娱活动区
域，保障游客需求，并提供器材临时
存放点。

16.常态化策划开展歌手大赛、广
场舞大赛、象棋比赛、昭通古城庭院
剧驻场演出等文体休闲娱乐活动，邀
请避暑游客积极参加。

悦在昭通
17. 向入昭游客发送温馨提示短

信，宣传推介昭通文旅品牌，提供旅
游服务咨询渠道。

18.推行审慎包容执法，合理区分
赌博等违法违规行为和正常棋牌娱
乐活动。加强夜间消费聚集区、景区
等的监管，适时延长巡逻时间，提升
见警率。

19.充分发挥“12345”“12315”“一
部手机游云南”投诉举报平台作用，
畅通游客诉求反映渠道，落实投诉举
报线索交办督办、快查快处机制，确
保游客反映问题得到及时回应、有效
处置。

20. 强化正面宣传引导，讲好昭
通故事，传播昭通声音，展示昭通
形象。

《游客到昭避暑旅游服务管理二十条措施》

01 构建“三维话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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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山包跳墩河水库环湖公路。昭交宣 摄

靖安镇田园风光。李克宁 摄

黄连河景区。唐应平 摄

永丰镇荷花盛开。张 捷 摄

大美昭通

远眺昭阳红苹果乡村旅游度假区远眺昭阳红苹果乡村旅游度假区。。柴峻峰柴峻峰 摄摄

铜锣坝国家森林公园。 刘伟 摄

当下，部分政务文件仍陷于“八股
式”写作的窠臼。相对而言，文旅政务信
息有更多创新和发挥的空间，可以以群
众需求为导向设计政务文本，既能做到

干货满满、树立权威性，又能提升感染力
与号召力，不失为一个“圈粉”之举。

政务文风之变实为治理能力现
代化的镜像。当政策语言从“官腔官

调”转向“民声民调”，折射的是政府
从管理型向服务型的深刻转型。创
新不是简单的文字游戏，而是要通过
话语体系的转换，重建政府与公众的

对话桥梁。这既需要破除“以文件落
实文件”的路径依赖，更要培育“群众
视角”的行政文化——因为最好的政
务文风，永远生长在民意的土壤里。

创新政务文风是文旅产业的圈粉之举
马 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