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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杰）6 月 27 日，“连
理同庆”友好城市文旅合作签约仪式在
市文旅投资集团举行。

据了解，大连、大理、大同、大庆四
市（州）旅游资源丰富、各具特色，四市

（州）旅游产品差异性、互补性强，互为
重要的旅游客源地和旅游目的地。此
次签约旨在充分发挥四市（州）文旅资
源优势，进一步深化区域联动，携手推
进文旅高质量发展。

四 市（州）签 约 后 ，可 互 为 重 要 客
源地，相互组织旅游推介活动；组团面
向 共 同 客 源 地 进 行 旅 游 推 介 ；参 加 相
关推介计划；联动品牌营销，互相进行
踩 线 考 察 活 动 ，通 过 官 方 微 信 、抖 音 、
微 博 等 新 媒 体 ，共 同 推 介 文 化 和 旅 游
资源；景区探索尝试优惠联票、套餐等
合 作 形 式 ；旅 游 企 业 积 极 研 发 周 末 包
机、专列等产品，提升游客互送服务水
平 ，促 进 市 场 互 建 、客 源 互 送 ；不 定 期

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通过摄影展、
美术展 以 及 曲 艺 、非 遗 展 示 等 形 式 共
同 培 育 打 造 四 市（州）文 化 交 流 的 品
牌 活 动 ；开 展 文 化 和 旅 游 人 才 交 流 学
习 ，不 定 期 选 派 相 关 企 事 业 单 位 干 部
到 其 他 市（州）进 行 跟 班 学 习 ；围 绕
协 同 营 销 推 广 、资 源 共 享 共 用 、景 区
合 作 交 流 、人 才 互 访 互 鉴 等 合 作 重
点 ，联 合 制 定 四 市（州）文 旅 长 效 合
作 机 制 。

本报讯（记者 王春艳）6 月 27 日下
午，作为 2023 年山西省第九次旅游发展
大会暨云冈文化旅游季活动之一，国际
文旅产业合作对接会在我市召开，来自
亚美尼亚、摩尔多瓦、白俄罗斯等驻华大
使以及驻华旅游机构代表等与山西各市
代表相聚一堂，共话文旅发展，共促合作
共赢。

本次对接会由省文化和旅游厅、省
外事办公室、大同市政府主办，旨在充
分借助旅发大会的影响，为山西全省各
市对外宣传推介搭建平台，讲好山西故
事，推动互学互鉴、优势互补，为山西与
各国文旅产业深度合作创造新机遇，与

各方共同打造国际文旅产业融合创新
发展的新平台，架起文明互鉴的桥梁，
共创文明世界，共享发展成果。对于全
力打响“旅游满意在山西”品牌，加快把
文化旅游业打造成为山西转型发展的
战略性支柱产业和综合性幸福产业，加
快打造国际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等具
有重要意义。

活动由展览展示、主题推介组成，活
动现场，不仅有关于我市特色文旅资源
的宣传展示，还有关于前来参加主题推
介的各国旅游宣传手册，为与会人员搭
建了交流平台。活动在晋剧戏歌《平城
之光》酣畅淋漓的表演中拉开帷幕，随着

山西文旅宣传片的播放，人们走进大美
山西，进一步认识和了解华夏古文明，山
西好风光。随后，在主题推介环节，我市
以《世界大同 天下一家》为题进行主题
推介，让人们跟随镜头走进大同，感受文
化古都、清凉夏都、美食之都的独特魅
力。亚美尼亚驻华大使谢尔盖·马纳萨
良，摩尔多瓦驻华大使杜米特鲁·贝拉基
什，白俄罗斯驻华大使先科·尤里，英国
国家旅游局大中华及东北亚区域旅游事
务主任柯明龙，泰国国家旅游局驻北京
办事处主任潘可楠分别围绕各国特色进
行了推介。太原市、忻州市、长治市也分
别作了主题推介。

本报讯（记者 王春艳）6月 27日上
午，首届山西省文化旅游供给侧创新大会
在大同欣宇皇冠酒店举行，大会邀请国内
文旅产业知名头部企业与全省重点景区、
涉旅机构负责人同台交流、现场对接、深
度洽谈，助力山西文旅业态供给侧创新。

本次活动由文化和旅游部资源开发
司指导，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大同市政
府主办，为山西省第九次旅游发展大会
暨云冈文化旅游季的主要活动之一，是
山西省针对文化旅游供给侧改革提升需
求的一项重要创举，也是落实文化和旅
游部“把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有机结合起来”要求的具体实践，对
精准推动山西文化旅游供给侧创新，助
力山西文旅产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托举
作用。

大会设置了“大家开讲”“他山之石”
两轮主旨演讲。会上，世界旅游城市联合
会首席专家魏小安、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
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席建超、中国文化娱
乐行业协会秘书长孔明等专家分别作了

《山西文化旅游的转型升级》《新阶段旅游
供给侧改革的创新发展》《沉浸式文娱新
业态赋能旅游新体验》等主旨演讲；清明
上河园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战略官周旭东、
北京故宫宫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马
锡源等分享了《大宋·东京梦华》《故宫文
创》等国内文旅行业成功案例。

大会推出了三轮现场对接。第一轮
围绕文化新体验，东方演艺、大连博涛、
红棉小冰、世邦魏理仕与平型关大捷景
区、晋祠天龙山、大同开源一号文化创意
产业园、大同古城景区进行供需对话；第

二轮围绕自然新风尚，猎户座、远征探
索、爱卡汽车、长鹰蜜蜂与李二口长城景
区、太行山大峡谷、云中河景区、天地线航
空进行供需对话；第三轮围绕乡村新生
活，中建西北院、宿集营造社、乡伴文旅、
神州租车与大汖古村、碛口古镇、司徒小
镇、市文旅集团进行供需对话。达成意向
合作的供需双方在现场举行了签约。

以此次大会为契机，山西文旅将持
续推进“引进来+走出去”战略，一方面
继续对接知名供给企业，以顶层分析打
开思路，以实战案例扩展思维，以供需对
接建立平台；另一方面在学习交流的过
程中，依托山西深厚的历史底蕴、人文风
情、自然风光，积极培育山西本土自主创
新能力，共同推动山西文旅供给侧创新
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 任翔宇）6 月 27 日
下午，“感悟中华文化”中国研学旅行大
会在古都大同举行。会议邀请国内权威
研学旅行专家机构，围绕研学旅行发展、
标准打造、政策措施等开展系列交流研
讨，为山西研学旅行发展建言献策，进行
大同研学基地授牌仪式暨研学旅行大同
首发团启动仪式，推介一批山西研学旅
行重点项目，与国内重要研学机构签订
战略合作协议。

在由大同市传统文化促进会童声
合唱团稚嫩清澈的《华夏文明看山西，
百子诵读三字经》演唱声中，作为山西
省第九次旅游发展大会内容之一的“感
悟中华文化”中国研学旅行大会开幕。
安徽省旅游协会副会长徐华玉、晋行记
研学中心特邀专家冀瑞宝分别作《文教
旅融合深度，决定研学旅行产业高度》

《华夏文明的研学发展之路》主旨演讲；
大 会 发 布 由 新 华 社 出 具 的《大 同 旅 游
发展指数运行报告》，发布大同市研学
主题宣传片，发布“2023 中国旅行社协
会推荐研学旅行目的地城市”。

在大会推介环节，由山西文史研究
者、晋行记研学中心文化顾问杨杰推介

《走进山西古建，读懂中华历史》，大同
忘忧农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段
亚萍推介《研学中国古都 读懂天下大
同》，云冈研学基地负责人文莉莉推介

《打造多元的云冈文化研学之旅》，山西
文旅集团的常欣推介《数智五千年 一
馆游山西》，山西皇城相府文化旅游有
限 公 司 的 胡 艳 芳 推 介《探 秘 东 方 古 堡
解读帝师故里》。

会议现场，举行了向“感悟中华文
化”大同暑期研学团授旗仪式。联动京
津冀晋内蒙古区域友好城市的研学机构
与大同市共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同
推进研学客源互送合作。

最后，由中国旅行社协会、山西省
文化和旅游厅、大同市政府、旅行社代
表 共 同 发 布《高 质 量 发 展 中 华 文 化 研
学·大同共识》，并发布大同市六大研学
旅游精品主题宣传片。

云动天下 潮起大同

首届山西省文化旅游供给侧创新大会举行

国际文旅产业合作对接会召开

“连理同庆”友好城市文旅合作举行签约仪式

中国研学旅行大会
在同召开

感悟中华文化

六月的大同，风卷热浪，活力迸发，盛
事轮番登场，2023 年山西省第九次旅游发
展大会暨云冈文化旅游季刚刚拉开帷幕，
首届山西特色专业镇投资贸易博览会又接
踵而至……连日来，大同已然成为许多人
瞩目的焦点。

6 月 28 日，首届山西特色专业镇投资
贸易博览会正式开幕，大同再迎八方宾朋，
以开放合作的行动共襄盛举，以互利共赢
的方式共谋发展，以携手同行的姿态共创
未来。这是一场特色鲜明、亮点纷呈，线上
线下联动、特色产业和历史文化深度融合
的盛会。其中，云上博览会将以“数字化”
技术突破时空限制，打造“云展厅”，实现在
线洽谈、在线直播等，多元化构建“永不落
幕的博览会”；线下博览会聚焦制造业、特

优农业和特色轻工等领域优势产品，抱团
出击，集中亮相，彰显山西特色。

涵盖城镇与乡村的县域，是承上启下、
沟通条块、连接城乡的枢纽。自古以来，郡
县治则天下安，县域兴则经济强。专业镇是
以县（市、区）为基本地理单元，主导产业相
对集中、经济规模较大、专业化配套协作程
度较高的经济形态，是集群经济的基本形
式。建设特色专业镇，是我省推动制造业振
兴、做强优势产业的重要抓手，更是推进市
场主体倍增、推动新型城镇化、带动就业增
收、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

杏花村汾酒、定襄法兰、太谷玛钢、万荣
外加剂、平遥牛肉和推光器、云州黄花……
这些散落在三晋大地上的名镇名品，如同点
点繁花，彰显着产业转型升级的勃勃生机。

杏花村汾酒专业镇被确定为全省首批
专业镇后，汾阳市全力打造酒文旅产业标
杆，构建了“一点两轴三板块”，即以杏花村
遗址为原点，打造横跨东西的产业发展历史
轴、贯穿南北的文化演绎历史轴，形成包括
诗意杏花村、文旅杏花村、产业杏花村三大
板块的酒文旅发展格局。大同云州区黄花
种植历史自北魏时期开始至今已有 1600余
年，所产黄花品相品质位居全国六大产区之
首，多年来云州区坚持“特”“优”战略，使黄
花产业成为该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特色支撑产业，云州黄
花专业镇的设立，让这朵“小黄花”将迎着暖
风，释放出更强大的“镇能量”……

已见繁花初结果，更立壮志谱新篇。
全省各个特色专业镇立足自身优势，搭平

台、育标准，促进良性竞争，推动传统产业
“老树发新枝”，助力新兴产业“新芽成大
树”。近年来，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我
市坚持把特色专业镇建设作为促进产业集
聚、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大力挖掘
培育本地特色产业，形成云州黄花、经开区
医药、浑源恒山黄芪、平城轨道交通、云冈
煤机、广灵再生金属、灵丘大数据等一批特
色专业镇，为我市转型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一镇带一方，一镇促一业。下一步，
我省将坚持把特色专业镇作为促进区域经
济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具有山西特色现
代产业体系的新引擎，努力打造北方地区
新的特色制造产业和消费品工业集聚区，
带动百姓向更美好生活迈进，携手共创新
未来。 本报记者 纪元元

专业镇，让未来更美好
——写在首届山西特色专业镇投资贸易博览会开幕之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