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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文化旅游委积极策划推进重大文博项目 

助推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 
 

为助推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重庆文博系统紧扣文旅融合发

展，主动研究政策、研究市场、研究项目，加强与四川文博系统

沟通对接，共同开展成渝地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战略合作，认真

研究储备了一批打基础、增后劲、利长远的文博重大项目，共涵

盖公共服务设施、重大产品线路、重大区域协调发展等 3 大类、

13 个子项目，估算总投资约 201.8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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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紧扣高品质生活，精心谋划公共服务设施项目。坚持以

人民文化生活需要为导向，以国家部委和市委、市政府关心关注

的项目为重点，策划市域内博物馆建设、成渝自然类博物馆协同

发展、川渝石窟保护研究与数字展示中心、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

品质提升、红岩公园等 5 个子项目，估算总投资约 142.7 亿元。

特别是推进的重庆博物馆、开埠文化遗址公园及开埠历史文化博

物馆、中国水文博物馆及白鹤梁水下博物馆改扩建、红岩革命文

物保护传承、西南大区展览馆等项目，有利于提升主城都市区的

公共文化服务功能，强化主城都市区的辐射效应。同时，川渝石

窟保护研究与数字展示中心建设项目既是国家文物局重点项目，

也是大足石刻研究院提高层级后实施的重大示范项目，将为大足

石刻研究院进一步提升水平、建成世界一流研究院提供重要支撑。 

二是紧扣高质量发展，精心谋划重大产品线路项目。坚持以

文促旅、以旅彰文，依托成渝两地文物博物馆、革命文物保护利

用片区、世界遗产或重点旅游景区、蜀道文化线路等文化资源，

策划推出 5~8 条巴蜀文化精品研学旅行路线，地域范围覆盖重庆

市、四川省全域，文化形态覆盖巴渝文化、三峡文化、古蜀文明、

革命文化、抗战文化、统战文化、移民文化等重庆、四川各类型

特色历史文化，估算总投资约 2.4 亿元，其中部分线路已纳入成

渝城市群无障碍旅游合作项目。同时，通过探索精品特色展览、

媒体宣传、文创研发等全方位宣传推广模式，形成成渝文旅深度

融合发展新格局，使文旅融合取得“1+1>2”的效果，唱响“山

水之城·美丽之地”，擦亮巴蜀文化研学旅行品牌。 



— 3 — 

三是紧扣高标准协作，精心谋划重大区域协调发展项目。坚

持成渝地区联动协作、无缝对接，立足打造成渝文物保护利用国

家级示范区，策划川陕苏区红军文化公园、红色文化文旅融合发

展协同创新中心、成渝文博协同创新发展平台、考古中国（成渝

地区巴蜀文明进程研究）、川渝石窟保护与展示利用、成渝地区古

遗址保护展示、三国文化保护传承等 7 个子项目，估算总投资约

56.7 亿元，促进各片区发挥优势、彰显特色、协同发展，在全国

形成省市城市群文物保护利用联动协作的示范引领。同时，重庆

文博系统将与四川文博系统签订《成渝地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战

略合作协议》，力促形成成渝地区文物保护利用的全方位协作，联

合打造推介一批具有浓郁巴蜀特色的国家文化地标和精神标识，

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铸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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