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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谋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文件
元人发〔2018〕27 号

──────────────────────────

元谋县人大常委会
印发《关于对元谋县文化旅游

产业发展情况的调研报告》的通知

县人民政府：

《关于对元谋县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情况的调研报告》已经 7

月 27 日元谋县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主任会议通过，

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元谋县人大常委会

2018 年 8 月 3 日

元谋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2018年 8月 3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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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我县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情况的调研报告

根据元谋县人大常委会 2018年度工作要点和议题安排，经

主任会议研究决定，由陈月娥副主任带队，教工委牵头组成调研

组，于 6月 13日至 20日先后深入物茂、新华、凉山、羊街等乡

（镇）和县文体广电旅游局，以召开座谈会、听取汇报、实地查

看等方式，对我县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情况进行了工作调研。现将

调研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我县的文化旅游资源底蕴丰厚、历史悠久。有着远古文化、

土林文化、红色文化、小凉山彝族传统文化、花灯文化、饮食文

化、金沙江风光、热坝田园风光等 8个主类的文化旅游资源。目

前，已创建国家 AAAA级景区 1个（物茂土林）、国家 AAA级

景区 1个（元谋人博物馆），新开发建设旅游景区 3个（新华浪

巴铺土林景区、元谋县红军横渡金沙江渡口景区、东方猿人谷景

区）；全县有旅行社门市部 4家；共有宾馆酒店 132家，客房 2116
间，床位总数 3783个；注册餐馆 263家。

二、工作开展情况及成效

县委、县人民政府把文化旅游产业列为我县三大支柱产业之

一，通过加强组织领导，推动工作开展；健全工作机制，优化产

业政策；强化对外宣传，提升旅游形象；坚持开放发展，强化引

资聚力；突出优势特色，净化旅游环境；争创省级全域旅游示范

县，促进全县文化旅游产业发展转型升级；扎实抓好“一部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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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云南”元谋板块建设工作等措施，使文化旅游资源得到有效整

合，取得了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具体成效。2017 年，被列为全

省创建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县的 37个县市区之一。

2017年，全县接待海外游客 26361人次（位居全州首位））,
接待国内游客 687.85万人次（位居全州第三），实现旅游业总收

入 62.32亿元（位居全州第二），同比分别增长 26.03％、36.7％、

80.87％（三大经济指标增幅均位居全州首位）。2018年 1-5月，

全县接待中外游客 347.82万人次，实现旅游业总收入 39.01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 28.66％和 60.22％；其中，土林景区共接待中外游

客 26.24万人次，实现门票收入 1138万元。

三、存在困难和问题

（一）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大格局尚未形成，发展全域旅游

的形势不容乐观。一是抓文化旅游的具体机构和人员严重满足不

了发展全域旅游的大趋势。机构改革后，旅游部门的职能有所削

弱，目前全县具体抓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职能部门和机构只有县

文体广电旅游局、元谋古人类历史文化旅游项目建设指挥部、元

谋文化保护传承与开发建设指挥部，而除文广旅局外，另两个指

挥部只侧重于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某一方面，且县文广旅局具体

抓旅游的工作人员仅有 4人，面对我县发展文化旅游产业的繁重

工作无异于蚂蚁拖大象。无论是从职能部门的专门工作人员，还

是各种层次的各类旅游专业人才都十分匮乏，且因各种因素难以

留住行业从业人员，人的问题亟待解决。二是对文化旅游产品的

深度挖掘不足。现有文化旅游产品不能充分体现我县“元谋人”、
小凉山彝族风情、红色文化等元素，吸引力有限。三是各乡镇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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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对发展全域旅游的认识参差不齐，抓文化旅游产业工作的力

度不够大，且在项目包装策划申报方面，各乡镇各部门只站在自

身角度各吹各打，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没有全县性的统筹。具

体表现在全县 2019年的文化旅游基础设施项目申报中项目数为

零。

（二）文化旅游产业基本建设投入不足，基础设施、服务设

施建设滞后。一是通往景区的交通专线公路档次低、路况差。比

如到两个土林景区和凉山的道路。二是相关文化旅游标志标识牌

不全。县域内基本没有明显的公共交通标志标识牌，旅游环线无

路标路牌，有的旅游的目的地导航都找不到；全县也无一家旅游

车船服务公司和稍上规模的土特产经销商店；三是旅游景区周边

集镇的打造较为散乱，集镇管理跟不上，环境卫生相对差，体现

不出集镇文化，无卖点。“食、住、行、游、购、娱、康、体、

休”相关配套设施不完善，留不住人，导致游客在元谋停留的时

间很短，以一日游居多。

（三）文化旅游产品单一，康养服务的建设与打造“绿色康

养乡”的目标不相适应。一是旅游产品类型单一。现有旅游产品

物茂土林、浪吧铺土林和元谋人博物馆都只以简单的形式为游客

提供观赏的对象，未能充分发挥资源的价值；东方猿人谷景区也

只进行了简单的开发，尚未形成观光、度假、娱乐、科普、探险

等多类型多层次的旅游产品，吸引力有限。二是康养服务的建设

与我县打造“绿色康养乡”的目标不相适应。目前成型的康养服务

机构只有凤凰山上的元谋县养老服务中心和石云医院的依依老

年公寓，受众选择余地不大。三是带动文化旅游发展的大规模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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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企业比较缺乏。尤其是生态休闲游方面，特色农庄极少，上档

次规模的农家乐不多，且多数不能提供吃住一条龙服务，龙头带

动效应弱。

（四）对外宣传不足，招商引资难度大。一是在传统媒介上

宣传不力。在机场、火车站等几乎看不到我县文化旅游的品牌形象

宣传，没有打出我县“人类始祖地，绿色康养乡”的品牌。二是在网

络媒介上的宣传也不及时、不持续，没有声势，尤其是官方网站上

的宣传迟滞。三是重点文化旅游产业项目的招商成效不明显。金沙

湖旅游度假区项目、元谋傈僳族第一村项目、元谋旅游综合服务集

散中心建设项目等重点项目招商工作难度大，工作成效不明显。

四、意见建议

（一）加强组织领导，切实保障文化旅游产业高起点、高位

推动。一是整合我县养生养老产业工作领导小组和文化旅游产业

工作领导小组以及涉及全域旅游的相关工作领导小组，切实加强

领导，抽调精兵强将组成领导小组办公室，认真履行职责，高位

推动工作开展。二是配齐配强职能部门从领导到工作人员的专业

工作执行团队，让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工作具体有人管、规划有人

抓、项目有人申报、实施；三是要注重整体队伍建设，切实加强

文化旅游专业人才的培养。坚持“人才强旅”战略，进一步整合县

职业中学等培训资源，完善培训机制、创新培训内容、拓展培训

领域、改进培训方式、提升培训质量，一方面着力培养高素质的

项目策划规划人员、市场营销策划人员、导游人员以及专业饭店管

理人员，另一方面是要着力培养本土的年轻民族文化继承传承人以

及最基础的宾馆酒店餐饮业的服务人员，切实提高文化旅游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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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业人员素质，为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和保障。

（二）加大投入力度，逐步完善文化旅游基础设施建设。一

是要加强全县旅游交通路网建设，完善相关标识指示牌，逐步完

善景区景点基础设施建设及功能配套；二是要加大对文化旅游产

业项目的投入，对重点旅游项目给予倾斜；三是要注意景区景点

及周边环境的生态改善，增加山清水秀的灵气吸引游客；围绕

“吃、住、行、游、购、娱、康、体、休”等九大要素，把文化旅

游产业的发展和相关服务产业紧密结合起来，共同发展，推动全

县文化旅游市场由“一日游”向“过夜游”市场的格局转变。

（三）拓展文化旅游产品，做足“人类始祖地绿色康养乡”
文章。要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提出的全力打造世界一流的“绿色

能源”“绿色食品”“健康生活目的地” 三张牌的目标，把打好“元
谋人”和“绿色果蔬”牌作为实施我县全域旅游发展战略的突破

口，以全县一盘棋思想，找准定位，做好各乡镇特色文化旅游规

划，要把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纳入综合绩效考核机制，合理细化

考核指标，激励各乡镇各部门想千方设百计发展全域旅游，结合

乡村振兴战略、美丽宜居乡村、田园综合体、特色小镇建设等，

拓展文化旅游产品项目；进一步加强招商引资工作，抓好“一人、

一林、一镇、一村、一区”等重点文化旅游项目建设，同时制定

政策，采取以奖代补等方式，扶持民间特色农庄、休闲康养山庄

等旅游休闲项目的建设，吸引和激励民间社会资本、资产投入开

发居家式康养服务，打造多层次、多元化的康养服务产业，做足

“人类始祖地绿色康养乡”的全民休闲旅游文章。

（四）加强宣传营销，用好智慧旅游数字化信息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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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从政府层面高位推动，以“一部手机游云南”项目建设为抓手，

用好智慧旅游平台，将我县直接与全国旅游市场进行连接，把我

县独特的旅游资源、悠久的历史文化和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推向

全国市场，坚持“政府主导形象宣传，企业负责产品营销”的政企

协作格局，采取“区域联动、行业联合、企业联系”的大旅游宣传

方式和媒介宣传与旅游活动宣传相结合的促销形式，与时俱进打

造节假日文化活动营造好氛围，以文化搭台，旅游唱戏，进一步

提高我县文化旅游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推动我县文化旅游目的

地、文化旅游产品、文化旅游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的全面转型升级，

塑造元谋文化旅游新形象。

元谋县人大常委会调研组

2018年 6月 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