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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第 28 期 

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             2020 年 5 月 11 日 

 

 
【要情通报】 

△市文化旅游委研究推动主城都市区文化旅游发展。一是梳

理文旅资源，盘清现有家底。结合旅游资源普查成果，认真梳理

主城都市区内文化旅游资源，分析发展现状、产业基础，分类提

出资源开发指导意见，引导主城都市区各区县有序开发。二是找

准方向定位，理清发展思路。立足主城都市区山水人文特色，明

确形象定位。对标国际化，分析伦敦、东京等国外先进大都市文

化旅游发展指标，提出主城都市区的指标体系，确定发展目标，

细化目标任务，落实工作责任。三是对接国家战略，带动协调发

展。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提出的“两点”定位、“两

地”“两高”和发挥“三个作用”指示要求，对接长江经济带、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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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双城经济圈等国家战略，全面推进主城都市区文化旅游融合发

展，带动渝东北长江三峡国际黄金旅游带和渝东南武陵山区文旅

融合发展示范区协调发展。（规划发展处） 

△全市文化旅游系统开展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总攻动员。一是

发挥文旅优势，提升贫困户“造血”能力。针对乡村旅游发展不

够平衡问题，实施乡村旅游扶贫行动、智慧乡村旅游计划。针对

产业扶贫带动不够理想问题，发展乡村扶贫产业项目，实施景区

门票减免优惠。针对文博、非遗等文化扶贫实效不高问题，加大

文化扶贫力度，加强脱贫攻坚文艺创作。二是完善文旅设施，以

文化增强贫困户脱贫动力。针对文化服务中心提档升级还有差距

问题，完善文旅扶贫设施建设，加大文化惠民力度。三是调动文

旅市场，巩固贫困户脱贫成果。推动文旅市场稳步复苏，深入推

进“旅游+电商”行动，拓展文旅扶贫宣传渠道。（综合协调处） 

△重庆有线电视网络整合工作有序推进。召开重庆有线电视

网络整合发展领导小组会议，推进我市参与“全国一网”股份公

司发起人方案。釆用“现金收购+吸收合并”方式实施“一市一

网”整合，由重庆有线直接出资，收购 25 个区县股东持有的信网

公司、合川公司 49%股权，原 30 个区县股东在重庆有线持有的

2.57%股权暂不纳入，适时以市场方式吸收合并。（媒体融合发展

处） 

△市文化旅游委持续强化境外卫星电视执法和宣传力度。4

月份以来，我市共出动监管执法人员 189 人，车辆 12 台次，发放

宣传材料约 2 万份，检查酒店用户 53 家，保持了稳定持续的执法

力度。另外，部署加强对各类广播电视传输网中境外节目的排查，



— 3 — 

禁止通过任何途径违规传送境外电视节目。全市各区县共制作播

出创建“无小耳朵”小区相关普法宣传公益广告 13 个、1320 条

次。（传媒机构管理处） 

 

【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川渝合作共建智慧文旅发展高地。双方加强智慧文化旅游

交流合作，建立数字文旅共建共享机制。依托川渝两地智慧旅游

展示系统为载体，推动两地旅游信息资源共享与高新技术的应用，

联合筹备举办“中国西部文化和旅游新技术应用博览会”。积极推

动互联网+、数字云等文化粘合工程，重点实施数字文化馆、图

书馆、博物馆公共数字平台互联互通，建设成渝“互联网+公共

文化服务”一卡通工程，成立文化馆图书馆行业联盟。（科技与大

数据处、信息中心） 

△合川区“四大行动”推进成渝双城文旅融合。一是共享文

旅平台。携手广安、广元、遂宁组建文旅融合联动联盟，开展阅

读云分享 6 期，艺术云研讨 2 期，非遗云联动 1 次，行业云互动

12 次。推进成渝文旅资源“一卡通”工程，共享“15 分钟公共文

化服务圈”服务资源。二是共建文旅“朋友圈”。联合广安建立嘉

陵江生态旅游“圈”、华蓥山生态康养“圈”、红色旅游线路“圈”、

山城防御体系研究“圈”等 4 个文旅融合“朋友圈”，营销平台共

用、客源互送，逐步实现人文资源共知、文物资源共保、旅游资

源共享。三是共育文旅人才。策划开展 2020 首届高校联盟文化艺

术节，共塑成渝文旅 IP。加强校地合作，拟联合开展市场经营、

会展策划、金牌导游等培训 7 期，共育文旅人才 300 余人。四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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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讲成渝故事。挖掘整理成渝非遗传承、历史故事、旅游资源等，

开展互动交流 4 次，设计研究课题 2 个，共享研究资料 10 余份。

整合力量，提质《合川文艺》《合川摄影》报等刊物，策划《合川

文化旅游攻略》《合川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创编。（合川区文化旅

游委） 

 

【简讯通报】 

△近日，“疫去春来 江山多娇”全国精品主题旅游线路征集

展示活动推荐结果揭晓，全国 100 条精品主题旅游线路脱颖而出。

我市“明月山·百里竹海民宿回归之旅”“城市文化艺术之旅”“清

新黔江——吸氧洗肺之旅”“玩转奇幻山城之旅”4 条线路入选。

（资源开发处） 

△近日，三峡博物馆和渡江战役纪念馆共同举办的“百万雄

师过大江——渡江战役图片展”开展。展览将持续到 2020 年 6

月 23 日。（三峡博物馆） 

△为进一步支持市级文艺院团改革发展，解决基本运行经费

保障方面存在的困难，对冲疫情影响，市文化旅游委联合市财政

局提前拨付市级文艺院团的转制补贴。目前，相关经费已拨付到

位。（财务处）          

△近日，万州、开州、达州播出机构召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媒体合作专题会议，三方将以节目互换和联合异地采访方

式合作开办广播、电视栏目，共同打造新媒体平台。（传媒机构管

理处） 

△“荣昌有耍事·周末乡村游”栏目上线一个月带火当地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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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乡村游，栏目自 3 月 20 日上线，每周五更新，共推荐乡村旅游

点 59 个、特色民宿 19 家、美食餐馆 26 家、采摘观光点 43 个，

累计阅读量达 1216602 人次，“五一”期间全区游客接待量有序增

长，共接待游客 20.59 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 8894.88 万元。（荣

昌区文化旅游委） 

△近日,彭水蚩尤九黎城景区的苗戏楼、九黎宫、九黎神柱等

旅游景点植入腾讯手游《和平精英》中，创新“线上游戏+线下

旅游”营销模式。（彭水县文化旅游委） 

 

【区县工作动态】 

△黔江区“三步走”抓好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一是抓好挖掘。

开展文化遗产资源普查，目前全区市级文保单位增至 6 个、市级

非遗项目增至 33 项；完成非遗项目数据库建设和《国家级非遗学

术研究丛书•南溪号子卷》初稿，在渝东南率先完成首批市级珍贵

古籍 4 种 37 册修复和数字化工作。二是强化保护。17 处历史建

筑被纳入市政府保护名录，建成投用土家十三寨民俗生态博物馆，

启动万涛故居和张氏民居修缮工作，大力开展“一村一品”文化

品牌活动创建工作，成功打造市级乡村文化振兴示范点 3 个。三

是做好传承。建成非遗传习点 4 个，市级非遗项目石鸡砣土陶非

遗工作站 1 个，民族手工艺品乡镇工作站和培训中心 3 个。国家

级非遗项目《南溪号子》进入央视《民歌•中国》栏目。大型民族

歌舞诗剧《云上太阳》《濯水谣》赴京出国演出，少数民族电影展

映成果赴白俄罗斯交流。（黔江区文化旅游委） 

△仙女山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整改工作初见成效。一是整体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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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大为改观。完成门楣店招和临街房屋立面升级改造，对强弱电

杆线迁移下地，确保景观协调。开展度假区环境卫生大整治、市

容市貌大整治和两违大整治行动，整体环境有效改善。二是度假

氛围更加浓厚。推进阳光同年、博象美术馆等文旅重点项目建设，

引进民宿产业、保利影城、儿童游乐场、体育培训机构，策划嘉

年华等活动赛事，营造闲适、慢节奏、深度体验度假氛围。三是

服务功能更加完善。完成道路、登山步道、旅游厕所等维修改造，

完成体育中心智能收费系统和监控系统安装，完善了度假区标识

引导系统、道路交通标志牌、旅游标识牌，新增 5 个停车场。四

是宣传营销更加有力。完成画册、度假指南等宣传资料制作并投

放，优化提升微信公众平台，确定度假区 logo、宣传语，恢复官

方网站、新建度假区大门，强化品牌认知。（规划发展处、武隆区

文化旅游委） 

 

【委属单位工作动态】 

△市话剧院四项举措推进资产清理和经营管理。一是完善管

理制度。出台《重庆市话剧院有限公司固定资产管理办法》，对公

司资产的购置申请、盘点登记、管理维护、盈亏处置、职责分工

进行明确规范，做到购置有理、登记到位、责任落实、报废有据。

二是切实加强管理信息化建设。对现有资产进行系统化管理，将

所有的固定资产、低值易耗品、舞美道具等资产，进行一物一查

一核一定，从纸质化管理转向信息化管理，做到随时能通过电子

软件查明物资的使用频率、使用状态。三是开展全面资产清理。

按照相关财务规章制度及固定资产管理办法确定固定资产报废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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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和流程，合规合理处理报废资产产生收益。清产核资中盘亏的

资产，按照使用人、管理人的权属关系进行层层追责。四是积极

谋划资产经营。通过租赁闲置资产、提供劳务服务等多种方式，

积极盘活现有资产，力争实现盈利最大化，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

值。（市话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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