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廊坊地处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腹地，拥有独特的区位优势、机

遇优势、政策优势，是一片人杰地灵、干事创业的黄金宝地。近年来，

廊坊市聚焦打造“京津乐道、绿色廊坊”品牌，充分发挥文化和旅游消

费的引流、提升作用，加大力度打造旅游新业态、新场景、新产品，推

动发展精品旅游，全力构筑旅游“雁阵”产业集群。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坚持以文塑旅、
以旅彰文，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
展”。省委十届三次全会提出“构建环京津
旅游风景道体系，持续推进文旅产业与其他
产业融合发展”。我们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
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安排，以建设文化强
市、旅游强市为目标，全面增强文化软实
力、旅游吸引力，加速文旅深度融合，打造

“四张名片”，推动“这么近，那么美，周末
到河北”成为新时尚。

打造“国际文化艺术交流合作新高地”
名片。2021年，由我市发起设立并经过中
央批准，由河北省人民政府、文化和旅游部
共同主办的首届“一带一路”·长城国际民
间文化艺术节，成为全国唯一以“一带一
路”冠名的国际性艺术盛会。明年我们将坚
持国家站位、国际视野，更高水平举办第二
届艺术节。重点在三个方面实现更大突破：
一是夯实基础，依托丝绸之路国际艺术交流
中心，大力推动“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
艺术家小镇和新绎剧创中心等项目建设，打
造亚洲一流、世界知名的国际艺术综合园
区；二是丰富内涵，组织举办国际性精品剧
目演出、民间艺术嘉年华、音乐舞蹈节、非
遗展等系列活动，搭建世界文化艺术荟萃舞
台；三是提升品牌，策划设立国际民间文化
交流奖项，建设国际演出交易中心和国际艺
术品交易中心，构建国家级对外文化贸易交
流平台。

打造“京津冀文化和旅游协同发展先行
区”名片。我们抢抓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机
遇，深化区域间共建共享、互联互通，通过
五个协同发展机制，推动建立全方位、多层
面的京津冀文旅协同发展新格局。一是文化
交流活动联办机制。坚持联合举办京津冀文
化旅游交流季、文化博览会等品牌活动，推
进文化领域更多更密切的交融互动。二是旅
游公共服务联通机制。完善交通路网、集散
中心、标识系统等旅游配套设施，谋划开通
京津冀旅游专线和直通班车，实现畅行可
达。三是产业承接合作发展机制。积极承接
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和京津产业转移，加快
大厂域见未来健康文旅产业园等一批高质量
文旅产业项目落地建设。四是品牌宣传营销
联合机制。积极培树京津冀、“通武廊”文
化和旅游联合品牌形象，联合策划举办文旅
宣传推介和节庆促销活动，推进文旅资源共
享和游客资源互送。五是市场监管执法联动
机制。完善京津冀文旅行业协调管理体系，
实现综合监管执法、应急响应救援、投诉举
报处置的跨区域协同。

打造“京津游客周末休闲首选目的地”
名片。依托廊坊人文和自然资源优势，深耕
三大旅游片区布局。一是北部大运河文化旅游片区。着眼推动北三县与
北京通州区融合发展，围绕运河流域建设绿色生态休闲区、城市滨河景
观区、运河文化展示区、乡间民俗体验区，积极建设大运河（廊坊段）
国家文化公园，打造运河观光体验旅游目的地。二是中部空港文旅休闲
片区。借势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和临空经济区建设，建成集旅游咨询、旅
游商务、消费服务于一体的国际旅游综合服务区，重点发展文化娱乐、
演艺体验、商务会展、动漫文创等产业，打造商务休闲旅游目的地。三
是南部洼淀文旅生态片区。依托雄安新区建设，推进大城红木文化园、
霸州温泉度假区、文安鲁能生态旅游度假区改造提升，打造集乡村旅
游、温泉旅游、体育旅游为特点的洼淀文化生态旅游目的地。

打造“文化产业链式集群发展示范区”名片。通过科学布局和引入
聚集上下游资源，推出更多具有地方特色和创新含量高的文化产品和品
牌，重点推进影视科技、动漫游戏、演艺文化、文创工艺、戏剧文化、
红木文化六大行业领域的全产业链发展。一是以大厂影视小镇、香河新
桥影视基地等为依托，完善影视科技产业链条。二是引入中国动漫集团
战略投资，规划建设中国动漫创意产业园，打造动漫游戏产业链条。三
是以丝绸之路国际艺术交流中心等文化场馆为阵地，引进国内外优秀演
艺剧目资源，构建演艺文化产业链条。四是以七修良品、新绎爱特等文
创企业为龙头，打造“廊坊礼物”品牌，形成文创工艺产业链条。五是
以大厂戏剧小镇规划建设为重点，承接吸纳以国家京剧院为代表的文化
产业疏解，打造戏剧文化产业链条。六是以打造大城红木产业之都为依
托，健全生产交易、培训服务、鉴定拍卖等产业体系，完善红木文化产
业链条。

我们将通过打造文化产业和旅游业发展“四张名片”，助力廊坊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迈向更高水平，为加快建设经
济强省、美丽河北作出更多贡献。 （作者系廊坊市委副书记、市长）

廊坊紧邻北京新“两翼”，在全省发展大局
中拥有重要地位和特殊作用。为此，廊坊联合
京津冀11个区市文化部门，共同推动成立“京
津冀公共文化服务示范走廊”发展联盟，联合
通州、武清文旅部门成立“通武廊”文化和旅
游合作联盟，开展了一系列区域交流活动。
2016 年起，廊坊连续举办一年一度的文旅大
会，在全省首先建立“1+10”平台机制；2019
年，开启了县县举办文旅大会的先河，实现了
全域旅游由部门推动向党委、政府统筹推进的
转变。

为给旅游业快速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廊坊市相继编制完成了 《廊坊市全域旅游发展
总 体 规 划》《廊 坊 市 旅 游 高 质 量 发 展 规 划

（2020-2025 年）》；出台了 《廊坊市人民政府

关于加快发展全域旅游的实施意见》《中共廊坊
市委、廊坊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全市文
化旅游产业融合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 等相
关政策措施。

今年发布的 《廊坊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十
四五”规划》 提出，要推进廊坊文化和旅游强
市建设，全面构建“一核、三带、四廊、八
坊、多点”的全域旅游空间新布局，即以廊坊
中心城区为核心，打造潮白河旅游休闲带、永
定河旅游休闲带、洼淀生活休闲带三大线性旅
游空间。同时，以四条景观“廊”串联八个特
色产业“坊”，通过推进全域旅游示范区和旅游
特色县建设、大力发展旅游景区 （园区） 和旅
游度假区、促进乡村旅游和乡村振兴协同发展
等，实现多点支撑。

如何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持续做
大做强文旅产业，发挥特色产业集群的“雁
阵”效应，一直是廊坊市不断探索和追求的目
标。近年来，廊坊将自然环境资源和历史文化
积淀叠加成文旅融合发展优势，谋划吸引新项
目、探索研究新形式，推动全市文化产业和旅
游业步入转型升级、加速发展的新阶段。

按照“文旅融合、旅游+产业”的发展理
念，廊坊市通过积极唤醒、整合、盘活、引进
优质旅游资源，大力开展招商引资，促使一批
项目“落地开花”，通过重点项目促进旅游产
业新旧动能转换，夯实旅游产业“雁阵”梯

队。其中，“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项目建设
正酣，大厂域见未来健康文旅产业园等项目加
快推进；霸州牤牛河历史文化公园、香河大运
河文化公园将历史文化植入旅游场景，满足不
同消费群体需求；新绎七修书院、三河梦东方
研学基地为研学游的发展提供了新动能；经过
强力打造的安次御龙河公园已经成为京津冀具
有代表性的网红打卡地。

今天的项目就是日后的旅游品牌。廊坊牢
固树立新发展理念，下大力度培育旅游产业

“领头雁”，全力打造更多特色文旅项目，打造
极具廊坊特色的全链条文旅融合新高地。

为有效撬动京津冀旅游客源市场，廊坊文
旅主管部门策划推出了运河体验游、生态休闲
游、家居文化游、工业文化游、香河记忆游、
美食文化游等八条旅游专线；开展了“中国

（廊坊） 第什里风筝节、永清核雕节、林栖谷定
向越野赛、香河荷花节、霸州胜芳灯会”等一
批享誉京津冀的精品节庆赛事活动，极大聚集
了人气，拉动了旅游消费，助推了乡村旅游的
发展。

如今，加快推动“一二三产”与旅游融合
催化，持续打造“+旅游”多元供给体系已经
成为廊坊市发展文旅产业的“硬核”动能。依
托廊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交流中心、大厂影视

文化小镇、大城红木城、安次第什里风筝小镇
等推出文化游；依托香河水岸潮白景区、文安
京津冀鲁能领秀城、固安卡尔叔叔幸福农场等
推出休闲农业游；依托固安兴安湖运动生态公
园、永清定向越野运动小镇等推出体育游；依
托永清燕南春酒文化博览园、香河机器人小镇
等推出工业游；依托三河“梦东方”航天科技
主题乐园、富地海洋公园、爱翌安邦公共安全
体验项目等推出研学游；依托香河万亩荷塘、
大厂万亩银杏林、安次林海桃源等推出生态
游。经过不断地融合打造，廊坊将优质旅游资
源写入特色产业的大菜单，持续输出一道道惊
艳游客的“旅游大餐”。

为探索和实践“创客+乡村旅游”的发展新
模式，廊坊市相继举办四届乡村旅游创客大赛，
内容涵盖旅游商品、民俗演艺、休闲农庄、科普拓
展、种植养殖、互联网电商等业态，有效盘活了乡
村优质资源。以最美民宿大赛为抓手，支持和引
导民宿产业的发展，涌现出“别处潮白”“创美乡
居”“艳阳村舍”“故舍别院”“林栖谷花林洋家乐”
等一批民宿品牌，实现了廊坊民宿“从无到有、由
有到精”的转变。

随着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的开通运营和“轨道
上的京津冀”初步形成，大厂、香河、固安、大城等
县域旅游环线工程相继建成，廊坊市内部、外部
交通条件更加优越便捷。为高质量健全游客服
务体系，营造体验度更高的京津冀绿色“廊道”，
廊坊在进出重要交通节点，设立旅游咨询服务中
心；在大兴国际机场航站楼设置旅游咨询服务中
心和文创旅游商品专卖店；在旅游景区建设房车

露营地，发布京津冀自驾游线路，并荣获“《自驾
车目的地等级划分》行业标准试点验证城市”。

近年来，廊坊市大力推动智慧旅游网络建
设，完成 3A级以上旅游景区与河北省旅游大数
据中心的数据、视频对接，实现景区在线预约和
门票销售；积极探索旅游厕所建设智慧化管理模
式，综合高德、腾讯、百度地图数据实现全域旅游
厕所导航。不断加强配套设施建设，全市相继建
成旅游厕所473座，新建、改造提升游客服务中心

（旅游集散中心）9个，新建、改建房车营地6个。
明年，廊坊将承办中国民乐展演、2023“一带

一路”·长城国际民间文化艺术节等大型品牌活
动，筹备第八届河北省旅发大会。站在新的历史
发展机遇面前，廊坊文化强市的宏伟画卷正徐徐
铺展，文化综合实力全面提升，文旅产业高质量
发展，以精品旅游为“领头雁”的文旅融合产业矩
阵正赋予这座城市无限魅力。

强机制 赋能“大文旅”发展格局

强产业 打造文旅“雁阵”硬支撑

强供给 拓宽文旅融合新路径

强服务 汇聚创新发展新动能

北运河游船出港。 赵祥茹摄

自行车博物馆。

大城·中国红木城。

大厂影视小镇。

第什里风筝小镇。

大厂民族宫大厂民族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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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国际艺术交流中心丝绸之路国际艺术交流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