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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開全國旅遊地圖， 「繽紛四季，精彩吉林」 正閃爍着它獨特的光芒。
吉林草原、森林等自然風光美不勝收，歷史遺跡等人文景觀獨具特色，少數民族風俗、歌舞等爭奇鬥

艷。特別是四季分明的特點，也是國內不可多得的最涼爽地區之一，宜人氣候已成為最獨特資源，適宜休
閒和度假。白山松水間美麗的吉林省，日漸成為國內外遊客心馳神往的旅遊勝地。如何發揮吉林的生態資
源優勢，將最大的特色、最寶貴的財富和最重要的品牌加快培育和形成新的產業支柱？17日，吉林省召開
旅遊業發展視頻會議，對吉林省建設旅遊支柱產業進行全面動員部署，研究推進吉林省旅遊業工作發展。

大公報記者 趙文博、王安琪

樹立新品牌 借助特色打造第四大支柱產業
過去5年，吉林旅遊總收入年均增長20%以上，去年佔GDP的比重達到11.37%，高於全國6.27個百分點；旅遊總收入相

當於服務業比重的32.01%；旅遊直接從業人員達到26.5萬人，帶動間接就業人數增至130多萬人……吉林省委書記王儒林說
，要將處於黃金發展期的旅遊業打造成吉林省新的第四大支柱產業，就需要在各個方面創立吉林省自己的旅遊特色。

在布局方面，吉林旅遊秉持 「全省一盤棋」思想。王儒林介紹說，吉林旅遊牢固樹立整體理念，對全省旅遊資源
進行全盤謀劃、系統設計，把分散的旅遊資源串成線、集成團、連成片，促進區域旅遊聯動發展。形成長春淨月潭、
吉林松花湖、延邊朝鮮族民俗園等眾多景區結點成線；生態遊、冰雪遊、邊境遊等七大旅遊產品、四大精品旅遊線路

穿線連片。
在旅遊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吉林省也有自己的特色。總投資230億元的長白山旅遊度假區締造了頂級休閒

旅遊度假區的傳奇，壯美的長白山有了與之相諧的度假場所，遊客們在這裡體驗愜意的山地度假生活。已投入
運營的 「亞洲第一滑雪場」共有43條滑雪道，雪道總長度為30公里，可同時容納8000位滑雪者，設計標準

甚至達到了冬奧會比賽的要求。高速公路出口、長白山機場、火車站近在咫尺。
省長巴音朝魯告訴記者，吉林省在建旅遊項目223項，總投資2089億元。萬達長白山國際旅遊

度假區等一批超百億元大項目落地建成。在旅遊帶動下，交通設施日益完善，開通國際國內航線
104條，高速公路四通八達，立體化交通網絡基本形成。

在旅遊產業轉型升級方面，吉林旅遊目標擴大規模、提質增效。目前，吉林旅遊高端
產品不多，基本以觀光旅遊為主。巴音朝魯表示，吉林旅遊將通過優
化升級，促進產品多樣化和優質化發展。 「以重點項目為支撐，完善

以吉林北大壺、長春淨月潭為載體的滑雪旅遊產品，打造好長白
山、松花江等山水風光產品以及集安高句麗遺跡等名勝古蹟產品

，建設一批有影響的5A級景區景點。」
巴音朝魯說，在轉型升級方面，吉林旅遊也要抓住自

己的特色。 「吉林有開江魚等各類美食節，
烏拉街滿族火鍋等多個美食品牌，我們

會重點打造特色小吃胡同，讓遊客
感受 『舌尖上的美味

吉林』。另外

，吉林旅遊知名線路不多，針對這一點，我們會突出做好查干湖冬捕體驗、長白山森林遊覽等線路，力爭納入國家級旅遊
線路推廣。還要依託資源特色，重點發展商務會展、自駕遊等項目，積極開發溫泉、探險等體驗旅遊項目，發展野外拓展
、戶外露營等健身項目，推出低空旅遊項目，形成特色旅遊項目群。」巴音朝魯說。

說到旅遊項目轉型升級創新，吉林旅遊名城吉林市獨樹一幟，市長趙靜波說： 「吉林市把開發特色鮮明、雅俗共賞、
老少皆宜、四季分明，易推廣、有印象的旅遊產品作為目標，計劃與省內兄弟城市及長白山雪鄉景區加強合作，聯手打造
夏季避暑、休閒、度假的黃金三角，冬季霧凇、冰雪、溫泉的白金三角等東北旅遊經典線路，使吉林成為國內外獨具魅力
的旅遊目的地。」

在營銷方面，吉林旅遊堅持 「內外並舉」，大力開展招商引資，引進戰略投資者。 「酒香也怕巷子深，好東西還要會
吆喝」。巴音朝魯認為，旅遊產品要暢行天下，必須加大營銷，搞好宣傳，將吉林旅遊的特色推介出去，讓遊客和投資者
慕名而來。要大力拓展市場。目前，吉林省境內旅遊客源以東北、華北和華東為主，境外主要集中在東北亞、港澳台，區
域結構比較單一。

「家有梧桐樹，引來金鳳凰」。巴音朝魯講出吉林旅遊營銷 「內外並舉」的舉措： 「對內」重點組織開展與上海、廣
東等省市合作的 「海誓山盟」等系列活動，搞好與客源地的市場互動和客源互換，力爭旅遊市場覆蓋 「京津冀、長三角、
珠三角」。 「對外」以實施長吉圖國家戰略等為依託，加強與周邊國家的合作，共同搞好跨境旅遊開發，打造圖們江區域
跨境旅遊合作圈。

發展新階段 加速旅遊與一二三產融合
如何把旅遊業培育成戰略性支柱產業和現代服務業？這是旅遊業面臨的嶄新命題。國家旅遊局局長邵琪偉認為，根本

的路徑在於推動旅遊業與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同時依託信息科技把旅遊業轉型發展為現代服務業。
邵琪偉表示，當前我國正處於打造旅遊升級版的關鍵時期，旅遊業發展面臨着新趨勢和新要求。從發展趨勢來看，世

界各大國和主要經濟體都把旅遊業放在重要位置，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旅遊業，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推動旅遊業發展
，我國旅遊業已進入大眾化、產業化發展新階段，旅遊業與一產、二產、三產加速融合，由傳統產業向現代服務業轉變，
「智慧旅遊」正蓬勃興起。從發展要求來看，旅遊業要為國家宏觀發展服務，要為提高國民生活質量和素質服務，要為深

化改革、開放擴大服務，要與產業結構調整相融合，為擴內需、促消費作出貢獻。
「近年來，吉林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可喜成績，為旅遊業騰飛奠定了堅實基礎。吉林旅遊資源獨特，區位優勢明顯，

產業基礎良好，加快發展旅遊業有許多獨特優勢。當前，吉林
旅遊業正處於加快發展的關鍵時期。要把旅遊業建設成吉林名
副其實的新興支柱產業和現代服務業龍頭產業。」邵琪偉說。

邵琪偉建議，吉林旅遊在與一產融合方面，要依託特有資
源優勢，重點發展鄉村遊、林區遊、山地遊和村鎮遊。在與二

產融合方面，要依託吉林雄厚的工業製造基礎，根據市場需求，發展旅遊汽車、冰雪旅遊裝備製造等產業，把吉林人參打
造成為旅遊必購商品。在與三產融合方面，繼續做好與交通等產業的融合，發展文化旅遊、紅色旅遊、養老旅遊和中醫藥
養生旅遊，加快旅遊信息化建設，提高旅遊業公共服務水平。

對於邵琪偉的建議，吉林市也闡述了自己的做法，市長趙靜波介紹說，吉林市作為一座具有悠久文化歷史的城市，始
終將促進旅遊業與相關產業融合發展擺在首要位置。 「我們依託獨有的自然資源和人文底蘊，深度挖掘滿族文化、霧凇冰
雪文化，加快萬科松花湖國際度假區、北大壺體育旅遊開發區、烏拉街霧凇島文化景區等基礎設施開發建設，打造四季各
具特色的文化旅遊產品，大力發展旅遊裝備製造業，依託吉林碳谷戰略新興產業開發碳纖維體育旅遊商品，整合化工、水
電等獨特資源，開發工業旅遊項目，推動全市旅遊業融合發展，轉型升級，促進經濟增長和生態環境改善。」趙靜波說。

抓住新機遇 發展旅遊帶動 「一業興、百業旺」
「旅遊業是一個區域、一個城市高度文明的產業表達形式。旅遊業在奮力前行中，必將帶動經濟、社會、文化產業整

體躍升。」秉持這樣的理念，謀劃加速發展旅遊業的視野已遠遠超越了旅遊自身的範疇，成為關乎一城、一域乃至全省重
大發展戰略的重要舉措。

王儒林認為，旅遊業是世界公認的朝陽產業和新興產業，是 「一業興、百業旺」的綜合型產業，是最能充分利用吉林
資源、吸引人氣才氣、推進新型城鎮化發展、加快富民、保護生態環境的產業。 「現在全國乃至全世界都把發展旅遊業擺
在一個更加重要的位置，這是一個大趨勢，也是我們的新機遇。從吉林來看，我們擁有諸多得天獨厚、也可以說是獨一無
二的旅遊業資源和條件。我們省許多的旅遊資源都具有明顯的獨特性。可以說，發展旅遊產業是最能充分利用吉林的資源
、最能吸引人氣才氣的產業，也調結構、轉方式之要，富民強省之舉。」王儒林說。

巴音朝魯告訴記者，據測算，旅遊業投資每增加1元，可帶動其他行業投資5元；旅遊收入每增加1元，可帶動相關行
業增收4.5元，拉動作用明顯。旅遊業直接和間接影響着109個細分行業，不僅能為餐飲、住宿、零售等行業注入活力，還
能有效推動農業、工業的轉型提升，促進結構調整。 「旅遊業彙集 「行遊住食購娛」於一體，對擴大投資、拉動消費意義
重大。作為一種 「眼球經濟」 「形象經濟」，它能夠迅速形成人流、物流，帶動資金流、信息流、商務流，快速集聚經濟
要素，促進相互融合發展。可以通過發展旅遊業，讓更多的人了解吉林、走進吉林，消費在吉林、發展在吉林，進一步提
升吉林知名度、擴大影響力。」巴音朝魯說。

18日，第六屆海峽兩岸旅遊交流圓桌會議在長春舉行。兩岸旅遊業
界代表共聚一堂，宣布第四批大陸赴台 「個人遊」名單並回顧總結6年
來旅遊交流合作成果和經驗，謀劃、展望兩岸旅遊合作未來發展方向。
海峽兩岸旅遊交流協會會長邵琪偉，台灣海峽兩岸觀光旅遊協會會長謝
謂君，吉林省委常委、副省長陳偉根出席會議。

邵琪偉在主題發言中說，在開放大陸居民赴台遊的6年時間裡，兩
岸業界始終秉持 「兩岸一家親」的理念，不論是磋商交流合作重大議題
還是處置突發事件，相互理解、相互包容、相互支持，互不指責。在雙
方共同努力下，兩岸旅遊交流合作取得碩果，截至今年6月底，大陸居
民赴台旅遊人數累計達880萬人次，其中團隊旅遊756萬人次，個人遊
124萬人次。今後要進一步鞏固和擴大兩岸人員往來，力爭早日實現雙
向人員交流1000萬人次的目標。

謝謂君在主題發言中說，在台旅會和海旅會的共同努力下，兩岸旅
遊交流不斷深化，在推動遊客往來、提升旅遊品質、旅遊安全預警通報
與應急協調等方面取得了明顯成效。未來雙方合作空間廣闊，希望兩岸
持續整頓市場秩序，提升旅遊服務品質；持續推動兩岸郵輪旅遊發展，
豐富旅遊產品供給；持續擴大大陸赴台個人遊開放城市；持續強化旅遊
安全工作。

陳偉根在致辭中說到，近年來，吉林與台灣交往日益密切，旅遊發
展不斷升溫。吉台兩地還有着特殊的交往──台灣日月潭與長春淨月潭
早已成為 「姊妹潭」，台灣阿里山又與吉林長白山締結為 「兄弟山」，
全面開啟了兩岸旅遊交流的新時代。目前，吉林省赴台旅遊的組團社達
到6家，開放了長春市赴台自由行，來往吉、台兩地航班現在每周達9個
班次。近年來，赴吉林省的台灣遊客呈現快速增長的態勢，5年間翻了
一番，台灣成為吉林省入境旅遊的第4大客源地。希望吉台兩地進一步
深化和擴大旅遊交流合作成果，加大宣傳推廣力度，實現客源互送，市
場互換，增進友誼，合作共贏，推動兩地旅遊業健康持續發展。

▲吉林省旅遊業發展視頻會議現場

▲吉林霧凇

▲吉林北大壺滑雪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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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旅會會長
邵琪偉和台旅
會會長謝謂君
共同揭曉第四
批大陸居民赴
台個人遊城市

▲海峽兩岸旅遊交流圓桌會議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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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旅遊節

兩岸旅遊專家話共贏兩岸旅遊專家話共贏
▶中國朝鮮
族第一村

在第六屆海峽兩岸旅遊交流圓桌會議上，福建省旅遊局局長朱華、台灣旅行業質量
保障協會秘書長陳怡全等旅遊業專家分別就旅遊新產品研發、旅遊新業態推廣、旅遊安
全保障舉措等領域作了專題發言。

福建省旅遊局局長 朱華：
學習台灣經驗打造美麗鄉村遊

福建省旅遊局局長朱華表示：希望通過學習借鑒台灣發展鄉村旅遊的先進經驗，努
力打造美麗鄉村升級版，塑造 「百姓富、生態美」的鄉村旅遊新形象。

策略一：台灣創意嫁接大陸鄉村旅遊資源

台灣經驗：台灣鄉村旅遊發展已有40多年歷史，以精心創意、精雕細琢在海內外享
有盛譽，形成鄉村民宿、主題公園、鄉村花園、鄉村農園等多元產品發展的格局。

學習思路：鄉村旅遊建設可以按照 「一年變化、兩年提升、三年精品」的總體框架
，採取台灣創意嫁接大陸鄉村旅遊資源的方式，邀請台灣一批知名策劃規劃鄉村旅遊專
家對鄉村旅遊基地實地調研、整體規劃和項目策劃，力求創建鄉村旅遊規劃策劃合作模
式，高起點、高標準打造鄉村旅遊示範基地。

策略二：推動旅遊產業精細化產業鏈發展

台灣經驗：台灣推行農業精緻化，利用優勢資源，結合農村鄉土文化，塑造農場特
色，開發系列如柚子、草莓、薰衣草、巧克力等多樣化的鄉村旅遊產品，並將這些產品
衍生開發、深度加工，打造成系列品牌，以帶動當地消費，促進農村經濟發展。

學習思路：大陸鄉村旅遊由於起步晚，基礎薄弱，存在着產
業鏈短、消費項目局限等問題，鄉村遊多數停留在採摘環節，缺
乏系列產品的開發。可以學習借鑒台灣經驗，着力打造鄉村旅遊

精品項目，從產品研發、加工、包裝、推廣等多方面，推動鄉村旅遊產業從粗放型向精
細化產業鏈方式轉變，增加農產品的附加值，帶動鄉村旅遊相關產業發展。

台灣旅行業質量保障協會秘書長 陳怡全：
保障大陸遊客在寶島放心旅遊購物

陳怡全介紹說，關於保障大陸居民赴台遊的質量問題，現在台灣旅遊業者已經開始
為此做出積極的準備和規範，一方面是對接待旅行社資格的把關，另一方面也會對商戶
出售商品的品質和價格進行管理。

針對大陸遊客在台灣可能發生購物糾紛問題，陳怡全說，台灣旅行業品質保障協會
已經制訂出 「旅行購物品質保障計劃」，又叫做 「台灣旅行安心GO！購！夠！」他表示
，建立旅行購物保障制度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輔導購物店業者強化他們的服務意識，協
助購物店業者建立完善的售後服務處理機制，使得購物店與旅遊消費者之間的權益制度
化。這樣，就可以提供旅遊消費者 「開心地來」、 「安心地買」、 「買個夠」的優質購物
環境，提升觀光客對購物店的信賴度及滿意度，從而吸引更多的觀光客來台觀光消費，
增加購物店的商機，帶動台灣的經濟發展，所以叫做 「台灣旅行安心GO、購！夠！」

陳怡全還表示，不管是台灣遊客到大陸，還是大陸遊客到台灣，保障兩岸旅遊消費
者的權益，讓他們安全、安心、高品質地旅遊、購物，都是台灣旅行業品質保障協會的
目標。 「現在，我們與大陸各地旅遊協會都有比較多的接觸，希望這樣交流的管道越來
越順暢，這樣就會避免許多意想不到的問題，畢竟未雨綢繆總比亡羊補牢來得好。當然
了，真要出現了什麼問題，那就盡最大的努力去克服它、去排除它吧！」陳怡全說。

「「海峽兩岸旅遊交流圓桌會議海峽兩岸旅遊交流圓桌會議」」情況簡介情況簡介

海峽兩岸旅遊交流圓桌會議2009年創辦，由海峽兩岸旅遊交流協會（簡稱海旅會）和台灣
海峽兩岸旅遊觀光協會（簡稱台旅會）共同主辦，迄今為止已成功舉辦5屆，在提升兩岸旅遊
交流合作水平、推動兩岸旅遊業共同繁榮發展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已成為兩岸旅遊業界高
層對話交流和兩岸旅遊業合作共贏的重要平台。

第一屆：2009年7月18日，大陸居民赴台旅遊開放一周年圓桌會議在北京舉行。雙方決定
每年舉辦一屆海峽兩岸旅遊交流圓桌會議，共同研究探討兩岸旅遊交流合作重要議題，為兩岸
旅遊高層對話提供機制化平台。

第二屆：2010年8月14日，在台灣新竹市舉行。
第三屆：2011年7月22日，在重慶市舉行。
第四屆：2012年8月8日，在台灣高雄市舉行。
第五屆：2013年7月12日，在台灣台北市舉行。

海峽兩岸旅遊交流合作情況海峽兩岸旅遊交流合作情況

在兩岸主管部門及旅遊界的共同努力之下，雙方已獲得堅實合作基礎，並已成功邁出旅遊
交流的步伐。目前大陸已有組團社216家，台灣有415家接待旅行社業者，往來兩岸間每周558
班便捷直航航線。過去五年兩岸旅遊交流合作取得豐碩成果，內地全面開放大陸31個省區市赴
台團隊旅遊，啟動26個城市赴台試點個人旅遊和海西地區20個城市赴金馬澎地區個人旅遊，大
陸赴台旅遊組團社已達216家，兩岸已形成互為重要客源市場的穩定格局。海旅會與台旅會分
別在台北、高雄和北京、上海設立旅遊辦事處，兩岸旅遊交流合作逐步實現機制化和制度化。
就兩岸旅遊交流合作未來發展，國家旅遊局計劃：繼續擴大人員交流總量，爭取早日實現雙向
旅遊交流達到1000萬人次的目標；推動兩岸旅遊產業化合作，重點開展旅遊投資、旅遊裝備製
造、鄉村旅遊、金融服務、旅遊保險、智慧旅遊、旅遊出版等領域合作；完善交流合作機制，
建立健全兩岸旅遊保險、安全、突發事件應急處置等各項機制；共同提升旅遊品質，進一步完
善兩岸旅遊誠信經營體系；深化兩岸區域旅遊合作，加強兩岸旅遊企業合作；雙向培養人才，
鼓勵兩岸旅遊院校、研究機構開展合作。

據統計，五年來，大陸居民赴台旅遊人數累計達620萬人次，在台旅遊消費156.8億美元，
去年雙向旅遊交流人數近800萬人次。

2009年，吉林省開通赴台旅遊，同年接待台灣遊客3.2466萬人次。2013年，全省接待遊客
10369.28萬人次，其中入境遊客127.35萬人次，接待台灣同胞7.5672人次，佔比5.94%，成為吉
林入境旅遊的第4大客源地區。目前，吉林省赴台旅遊的組團社已達到6家。

來往吉、台兩地航班：自2014年起，長春至台北每周達9個班次。
吉林連續多年組織赴台旅遊推介。今年5月份，吉林省副省長陳偉根帶吉林旅遊代表團赴

台灣開展旅遊推介活動，收到了良好效果。
吉林連續多年組織企業參加海峽兩岸旅行業聯誼會和台北海峽兩岸旅展。

吉林和台灣兩地旅遊交流合作情況吉林和台灣兩地旅遊交流合作情況

▼朝鮮族民俗

▼長春淨月潭

▲林海雪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