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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随着“文旅融合发展战略”的稳步推进和深入实施，我

区文旅市场开始呈现活跃态势。随着市场参与面扩大，一些

有利于深化文旅融合发展、丰富景区文化内涵、彰显我区特

色的文旅精品项目出现，但仍停留在雏形、概念阶段。文化

和旅游产业无法真正融合、深度融合。

分析：

经调研比较发现，造成我区文旅融合不充分、不深入的

原因，集中在资源整合不足、文化特色挖掘不深、公共资源

配置不够等方面。基于以上问题，建议我区通过深入挖掘文

化特色元素和文化创意，大力开发和整合文旅资源，来提升

旅游品味和丰富旅游业态。

建议：

一、完善扶持政策，做实文旅融合发展基础

强化宣传营销，设立文旅融合专属传媒渠道。加强沟通

联动，整合我区文物遗址资源，打造和优化文物遗址景点品

牌。 积极撮合、促成我区文化和旅游项目交流对接，通过

举办活动、推出文旅各项优惠等措施，带动文旅消费新热点。

以长阳组团为样板，引导文化产业集群发展，通过税收、用

地、人才引进等方面政策倾斜，重点推动以阎村为代表的文

化创意潜力发展片区做大做强。将艺术品创作中心、艺术品



展览园区作出国际化专业水准，进而带动会展会务旅游产业

发展。鼓励文旅融资，出台文旅融合高端项目引进优惠政策，

吸引专业策划团队参与顶层设计和从业人员培养。区域内目

前亟需建设精品度假酒店和高端民宿集群，包括国际星级酒

店。支援人力和物力，解决景区上山下山接驳过程中的体验

差、服务断层、交通不流畅的薄弱环节和配套落后问题。

二、打造我区特色文旅品牌，促进业态和产品融合

实施“文化”+“旅游”乘以“互联网+”的发展战略，

寻找文化和旅游产业链上的对接点。立足区域优势，突出区

域特色，不断培育新业态。将文化遗址景点、历史名镇等建

成美术写生培训产业；在名人故事集中的村落搞文学诗歌采

风基地； 在革命遗迹集中地区建立红色文化展示展览和爱

国党建教育基地。用“互联网+”思维搭建学校爱国主义教

育、企业团建、党政培训定向教培服务平台。

重视旅游资源向旅游产品的转化，加强土特产品的文化

创意和品牌包装意识，将一批优质特产、手工艺品等具有区

域文化内涵的产品作为旅游商品入驻景区。将传统手工制

作、传统艺术表演等非遗业态引入景区，提升旅游礼品文化

韵味。将自然、人文景区、文物保护单位等旅游资源打上“红

色”等文化元素标签，发展出标准化、规模化、体系化的专

题文化旅游线路和周边文旅项目。

三、培育文旅企业，促进市场主体融合

鼓励文化机构和旅游企业对接合作，支持企业跨业合

作，孵化培育一批以融合发展文化、旅游为主营项目的小微、



民营企业。重点扶持以中华传统、民间手艺人 IP、书画、奇

石等区域特色为衍生原型的文化项目和活力企业。规划、建

设一两个主题鲜明、文化要素独特的大型旅游综合体，集文

化创意、度假养身、户外娱乐于一体。借鉴通州环球影城、

珠海长隆度假区经验，在规划、用地、税收方面给予优惠措

施，加大政策引导激励作用，引进大型高端娱乐项目。吸引

国家级、世界级项目落户房山，以大型娱乐 IP 带动住宿、

餐饮、观光、购物等，下游旅游周边产业。

四、统筹公共资源配置，促进文旅服务融合

进一步完善行业标准、消费反馈体系，建立法治、规范

的文旅市场监督机制，保障消费者权益和改善游客体验。统

筹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管理，新建一批文旅综合服务设施。在

景区道路、标识、厕所、停车场等标准化提升过程中，注入

区域文化元素，形成视觉标识辨识度，提升整体 IP 影响力。

大力推进景点交通疏解，开设公交专用道、快速通道，打通

全区旅游道路“微循环”。规划和建设更为高效的旅游专线，

打造从良乡——河北镇——霞云岭——蒲洼——十渡——

张坊——云居寺——韩村河——良乡循环线路，并启用停靠

史家营、南窖、大安山三站的分支线路作为补充。同时，加

快重点旅游景点的智慧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数字化产品

的研发，打造手机智慧旅游平台，实现“一机在手游遍房山”

的游客体验。



关于推动文旅融合发展战略实施的提案办理情况

承办单位 区文化和旅游局

区文化和旅游局紧紧围绕北京市“四个中心”的城市战

略定位和房山区“三区一节点”功能定位，以“又一条国际

精品旅游线路”建设为抓手，坚持重大项目带动和创新引领，

深入实施文旅融合发展战略，创新求突破，加快建设国际旅

游休闲区，充分激发旅游消费动能，积极拓展文旅发展新领

域新空间，加快建设“历史文化和地质遗迹相融合的国际旅

游休闲区”，推动实现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

一是以顶层设计为引领，深化文旅融合发展战略。编制

完成《房山区全域旅游发展专项规划》《房山区历史文化资

源保护与利用规划》《房山区公共文化设施建设规划》三个

专项规划及《房山区“十四五”时期国际旅游休闲区建设发

展规划》《房山区“十四五”时期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制

定《房山区文化和旅游发展五年行动计划》，计划编制《房

山区文化旅游融合产业发展规划》及三年行动计划，推动文

旅融合深度发展。积极引进社会投资主体，成立文旅投公司，

探索研究国有景区运营体制改革，以“国有资产管理公司+

社会化、市场化运营”的模式，突破国有景区和各类经营性

文旅资产的发展瓶颈，实现景区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最大

化。

二是以产业提质升级为抓手，壮大旅游产业发展规模。

建立房山文旅发展项目储备库，梳理形成社会投资类项目 72



个、政府投资类项目 24 个，并在 2022 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

交易会上举办房山区文旅项目推介会，推出 50 宗精品文旅

项目。与中旅集团、北京工商大学、美团签订合作框架协议，

助力房山文旅产业及整体消费市场的增长。大力发展乡村旅

游，培育民宿品牌，目前已改造完成 430 个民宿院落。串联

文旅资源，策划推出学习教育红色游、文化地质研学游、乐

山乐水亲子游、美丽乡村休闲游等主题线路 100 余条。推动

酒庄与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打造北京紫色国际会客厅，目前，

全区建设酒庄 19 家，荣获“世界美酒特色产区”称号，成

为全国第四家通过权威认证的小产区，结合 2022 年葡萄酒

文化节，重磅推出了 5 条微度假酒庄游线路。

三是以强势宣传推广为手段，提升房山文旅品牌形象。

打造“台、网、端、微、报”等多元发布体系，构建全媒体

宣传矩阵。在抖音、快手、今日头条等六大平台开通官方账

号“大美房山”，构建形成 9 个宣传主阵地，累计发布视频

614 个，播放 282.7 万次。会同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

栏目拍摄播出《北京琉璃河遗址》纪录片，CCTV4《美食中

国》、CCTV10《地理中国》对房山进行专题报道，与北京电

视台合作拍摄播出《我的桃花源》房山系列节目 13 期，推

动文化“走出去”和旅游“引进来”。与美团、马蜂窝、携

程、京东旅行等 7 家 OTA 平台合作，形成推广合力，打造“大

美房山”文旅品牌形象。

四是以三大组团建设为重点，做好文化遗产保护利用。

《周口店遗址保护规划》通过专家评审，编制完成《周口店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规划》（初稿），启动 5A 级国家旅游景区

创建工作。加快推进琉璃河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成立市

级专项建设组，编制完成《琉璃河考古遗址公园规划》，启

动申遗突出普遍价值预研究工作。协调推动北京房山琉璃河

遗址管理处成立。实施云居寺文物数字化保护利用项目，打

造云居寺石刻文化旅游胜地。传播房山历史文化，加强历史

资源开发利用，开展夜间促销费活动，组织开展“大美房山

禅意云居”、周口店遗址博物馆夜间文化活动、“夜宿博物馆

听石头讲故事”等一系列促销费活动，营造良好消费环境和

氛围。

五是以重大项目建设为牵引，提升文旅融合发展水平。

坚持重大文旅项目引领，积极推进乐高主题乐园项目、国家

大熊猫繁育基地项目、国际葡萄酒小镇博览馆项目建设。目

前，洪评报告已通过海委专家评审会论证，并区与中建一局

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计划年内完成地上物拆除；国

家大熊猫繁育基地项目完成规划综合实施方案，计划年内启

动开工建设；国际葡萄酒小镇博览馆项目正在设计深化精装

修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