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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政办〔2023〕31号

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印发温州市文旅深度融合工程实施方案

（2023-2027 年）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各有关单位：

《温州市文旅深度融合工程实施方案（2023-2027年）》及

责任分解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 3月 21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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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文旅深度融合工程实施方案
（2023—2027年）

为加快温州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高水平推进文化强市

建设，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忠实践行“八八战略”，聚焦

“千年商港、幸福温州”城市定位，聚力“两个先行”奋斗目标，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

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实现融合发展，努力

打造文旅深度融合的温州样板，切实以高品质文化和旅游供给增

强人民群众的体验感、获得感、幸福感。

（二）发展目标。锚定新时代文化高地和国际化休闲度假旅

游城市目标，促进文旅资源串珠成链、文旅产品提档升级、文旅

业态丰富多元，文化和旅游产业成为全市的支柱产业，基本建成

国内知名的文旅融合样板城市。深化八类文旅融合，实施八大融

合行动，以五大文旅融合产业带布局为纲，以四类文旅融合载体

能级提升为目，以十大文旅融合金名片培育为要，全面推进文化

和旅游投资五年“百项”计划。到 2027年，全市文化和旅游产

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达到 13.2%。文化和旅游项目累计完成投

资超 1200亿元；力争建设富有文化底蕴的世界级旅游景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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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区 1个，打造 4A级以上旅游景区 5个、省级以上旅游度假区

3个、省级以上旅游休闲街区 4个，培育千万级核心大景区 5个，

将温州打造成为文化特色鲜明的国家级旅游休闲城市。

二、重点任务

（一）深化文旅空间融合，实施五条产业带建设行动。

1.山江海文旅融合黄金产业带打造计划。推动“雁楠一体化”，

打造“雁楠”世界级旅游产品，串联雁荡山、楠溪江、洞头，打造

山江海诗意畅享之旅。推动瓯江山水诗路文化带建设，通过雁楠

公路串联雁荡镇、大若岩镇等重点旅游乡镇，延伸联动云岭乡、

仙溪镇，以最美旅游风景道的标准打造通景公路，优化提升公路

景观，合理布局文化小品、观景平台、服务驿站等设施，建成一

批最美打卡点，打造一条雁楠山水交通联动走廊。

2.都市时尚休闲文旅融合产业带打造计划。全面提升鹿城、

瓯海、龙湾等中心城区首位度，打造都市旅游核心，创新都市时

尚休闲体验之旅。以瓯江为轴，串联“七都岛-山水斗城（五马历

史文化街区、江心屿、朔门古港、九山南戏文化园）-西洲岛”，

打造瓯江水上游线，形成水岸联动的发展格局。以温瑞塘河为脉，

链接“印象南塘文化旅游街区-塘河博物馆群-三垟湿地-大罗山”，

推进环大罗山旅游度假区谋划建设。深入挖掘打造朔门古港遗

址、戏曲朝圣地，以印象南塘、龙湾寺前街、瑞安忠义街、乐清

北大街等为重点，培育省级以上旅游休闲街区。

3.蓝色滨海风情文旅融合产业带打造计划。培育打造温州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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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海岸滨海旅游带，以 228国道串联乐清、洞头、龙湾、瑞安、

平阳、苍南、龙港等地沿海旅游资源，打造蓝色滨海风情浪漫之

旅。重点打造洞头国际生态旅游岛、北麂岛、南麂岛、苍南 168

黄金海岸线、龙港舥艚渔港等滨海旅游精品。协同推进生态海岸

带、海塘安澜、美丽海湾三大行动，支持洞头、乐清、瑞安、平

阳、苍南等地发展邮轮、游艇、休闲渔船等，谋划“洞头-北麂-

南麂”海上跳岛游黄金线路，推出温州洞头经舟山至上海的国内

沿海邮轮游黄金旅游线。

4.生态康养休闲文旅融合产业带打造计划。结合“侨家乐”

文化和廊桥文化，打造文（成）泰（顺）康养休闲有氧之旅。打

造华东大峡谷、天湖旅游度假区、乌岩岭森林康养基地、铜铃山

森林氧吧小镇等一批生态康养休闲拳头产品，谋划 1条生态康养

自驾线路。布局中高端度假酒店、特色民宿、主题文化客栈、露

营地等接待设施，建设文、体、商复合集聚的“文泰环飞云湖”

生态康养休闲产业带。

5.红都绿野田园休闲文旅融合产业带打造计划。结合瑞安、

平阳、苍南、龙港的生态文化和红色文化，打造红都绿野田园休

闲徜徉之旅。打造苏步青故里文化旅游区、渔寮湾乐活小镇、世

界矾都矾矿遗址旅游区、湖岭天然温泉小镇、曹村田园综合体、

龙港都市农业公园等一批生态休闲、田园度假产品，形成田园文

化和休闲旅游融合发展的示范样本。

（二）深化文旅产品融合，实施四类载体能级提升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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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高等级旅游吸引物培育计划。以雁荡山、楠溪江为重点，

培育世界级旅游景区和度假区。实施“一县一策”，重点支持山

区海岛县培育打造龙头景区、度假区，每个县培育 1家达到 5A

级旅游景区或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标准的核心产品，高水平建设文

成伯温故里景区、泰顺廊氡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支持楠溪江争创

国家 5A级旅游景区，支持洞头半屏山创建国家 5A级旅游景区

或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文成天湖度假区、永嘉云岭度假区加快省

级旅游度假区建设，支持苍南渔寮、乐清铁定溜溜创建省级旅游

度假区。开展全市 A 级旅游景区品质提升行动，植入休闲度假

游、主题品质游、专项定制游等旅游新业态，提升景区服务质量，

丰富景区旅游产品和核心吸引物，带动景区转型升级。深入实施

旅游业“微改造精提升”，建成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1个以上。

7.乡村度假产品打造计划。深化“十城百镇千村景区化”工

程，进一步推动以苍南霞关海港风情旅游镇、文成铜铃山森林氧

吧旅游镇、永嘉大若岩诗意田园旅游镇等为代表的景区镇品质升

级，深入实施千年古城复兴计划，培育一批文旅融合名镇。推进

农文旅融合，谋划打造铁定溜溜乡村度假区，持续打造云岚牧场、

洞头白迭艺术村、七都都市未来农业公园、文成武阳明朝艺术村

等高品质、富有温州识别度乡村度假目的地。实施万户农家旅游

致富计划、万幢闲置农房激活计划，推进农旅共富工坊，打造“金

3A”级景区村庄 10个，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2个。

8.红色旅游经典产品提升计划。大力弘扬温州人精神、海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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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等“红色根脉”资源，实施浙南（平阳）抗日根据地旧址、

永嘉红十三军旧址、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成立旧址、洞头女子民

兵连纪念馆等重大革命文物保护利用项目，提升 4个国家级红色

旅游经典景区，打造平阳红色旅游融合发展示范区，创新推出 1

台红色主题演艺，培育 1条以上“红色根脉”主题精品旅游线路。

9.时尚文化创意赋能计划。加快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围绕“景

区+”“公园+”“剧场+”“厂房+”“生活圈+”等模式，打造

“微场景”。培育东屿记忆、七都慢休闲小镇、梧田老街、龙溪

美术馆、坡南古街、矾都幸福街区等一批时尚网红产品，培育楠

溪江 RockTown摇滚小镇、山根音乐艺术小村等一批音乐小镇和

楠溪江音乐节等品牌音乐节。提升“青灯市集”影响力，挖掘“生

活美学”的消费新理念，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全国性东方生活

美学集群。

（三）深化文旅业态融合，实施十大金名片培育行动。

10.文旅融合金名片培育计划。持续培育打响温州全域夜游、

南戏故里、“侨家乐”民宿品牌、楠溪江乡村音乐慢都、浙南红

都等十大文旅金名片，引领全国文旅消费新风尚。积极践行“全

域夜游”新模式，打造时尚都市景观靓色，建设全省夜游经济的

桥头堡，力争形成全国示范。提升培育瓯江沿线、塘河两岸、江

心屿、五马街区等都市夜游经济，着力打造“瓯江夜游”“塘河

夜画”夜游品牌，基本形成以瓯江、塘河两岸沿线、三垟湿地、

中央绿轴、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开发为重点、各区特色街区为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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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线三片多点”的月光经济发展空间格局。持续举办温州夜间

文旅消费季，鼓励各县（市、区）至少培育一个精品夜游品牌，

积极开发特色街区、百县千碗以及 24小时城市书房等夜间文旅

消费场景。

11.文旅融合新业态培育计划。发展“文旅+农业”，推进农

文旅融合试点，实施乡村文旅运营升级计划。发展“文旅+工业”，

推动温州矾矿工业旅游区等工业旅游基地高质量发展，培育 5个

以上国家、省级工业旅游示范基地（点），20 条以上工业旅游

精品线路。发展“文旅+体育”，利用好亚运会契机，举办马拉

松等赛事，创成 4个以上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基地和省级运动休闲

旅游示范基地、精品线路、优秀项目，加快建设冰雪旅游运动基

地。发展“文旅+教育”，培育数学家之乡研学游产品，打造“少

年瓯越行”品牌，建设 5家省级研学旅行基地。

（四）深化文旅资源融合，实施百项重大项目推进行动。

12.文化和旅游资源内涵挖掘计划。深化文化基因解码、文

化和旅游资源普查成果转化利用，持续深挖名山、名水、名城、

名居、名人等资源，积极融入旅游产品开发和城市形象打造，为

旅游景区开发和休闲旅游发展注入深刻的文化内涵。精细绘制全

市文化和旅游资源地图，编制全市潜力资源招商手册，推动高品

级资源、创新性资源转化为旅游产品。

13.文化和旅游投资五年“百项”计划。聚力打造泰顺廊氡、

文成天湖、永嘉云岭温泉、苍南渔寮湾等引领性重大特色旅游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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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区项目。结合城市文化特质，高标准建设温州美术馆、梧田老

街等城市文化新地标项目，改造提升温州科技馆、温州博物馆等

重点文化设施。滚动推进百项谋划招引类、在建实施类重大文旅

项目。盯牢文旅头部企业，加强与华侨城、中青旅、地中海集团、

华强方特等大企业大品牌合作联动，争取引进文旅头部企业 5家

以上。加快 RockTown楠溪江音乐产业基地、宋韵楠溪、铜铃山

国际森林康养度假区、霞关沛垒生态康养旅游度假区等一批谋划

类重大文旅项目的签约落地；加快推进华东大峡谷氡泉旅游度假

区项目、天顶湖国际旅游度假区、楠溪·云上温泉旅游度假区、

龙湾永昌古镇文旅项目、瑞安市湖岭天然温泉康养项目、江心屿

西园改造提升工程等一批在建实施类重大文旅项目建设。

（五）深化文旅产业融合，实施文旅产业内涵拓展行动。

14.文旅产业融合示范区打造计划。支持各县（市、区）积

极创建国家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创建省级以上

文化产业示范基地 3个。建成 5个省级以上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

集聚区。

15.朔门古港海丝申遗计划。深入挖掘论证古港遗址价值，

全力冲击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以加入海丝申遗城市联盟为契

机，争取举办高规格海丝学术论坛，努力打造展示世界海丝港口

的重要窗口和申遗的支撑性遗产点，进一步规范海丝遗产的保护

研究、展示利用、宣传推广等工作，积极助力海丝申遗。同时结

合“东亚文化之都”、建制 2215年和设郡 1700周年之际，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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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瓯文化溯源，加强与申遗城市以及海外相关城市交流，进一步

扩大城市知名度和影响力。

16.中国民办博物馆之城建设计划。建成涵盖陈列馆、纪念

馆、美术馆、艺术馆、展览馆、民俗馆、非遗馆、名人故居等各

类博物馆 100家，新增乡村博物馆 40家，形成 2-3 个民办博物

馆群，建立四级博物馆网络体系，提高温州民办博物馆之城的影

响力和辐射力。加快推进温州美术馆、非遗馆建设，温州博物馆、

温州非遗百工馆展陈改造升级，推动文博场馆景区化建设，串

“珠”成“链”，打造 5条以博物馆体验休闲、研学旅行为主题的黄

金旅游线路。

17.中国非遗之都建设计划。实施“非遗+”战略，深化“非遗

+民宿”“非遗+景区”“非遗+社区”“非遗+校园”“非遗+商圈”“非遗

+市集”等，积极打造非遗百家坊、非遗工坊、非遗文创、非遗伴

手礼等，成为瓯系列、古系列、名系列的核心元素。加强瓯窑振

兴工作，促进瓯窑青瓷制作技艺的传承保护和创新发展，提升“瓯

窑”特色文化品牌影响力。鼓励弘扬非遗技艺，培育 10个传统工

艺工作站、50个非遗工坊、100个“瓯越非遗百家坊”。

（六）深化文旅市场融合，实施文旅消费创意提振行动。

18.瓯味佳肴品牌提升计划。弘扬瓯菜文化，积极培育特色

美食街区、特色美食店、连锁龙头企业等，力争创建省级“百县

千碗”美食旗舰店 2 家、培育 100 家美食体验店，“百县千碗”

美食街区（镇）2个以上，滚动推选 100道具有地域标识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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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涵的温州风味美食。持续推动“六进”行动，积极挖掘温州美食

文化、特色技艺和非遗项目，培养美食讲解员队伍，着力讲好温

州美食故事，扩大品牌影响力和知名度。

19.瓯地美宿品牌打造计划。以等级民宿为主体，将温州特

色“侨家乐”民宿品牌和主题特色民宿集聚示范区打造成旅游的

微目的地。鼓励按“一个主题、一个主人、一个故事、一桌佳肴、

一组活动、一组伴手礼、一种文化共鸣”，凝练以“侨家乐”为

代表的温州民宿符号，着力提升民宿核心吸引力，增加温州民宿

的品牌附加值。推动民宿与社区共生共融，引导利用民宿产业带

动周边特色农产品销售和本地劳动力就业。创建国家级等级民宿

3家以上，星级“侨家乐”品牌民宿 100家以上。

20.瓯礼臻品品牌构建计划。发挥“瓯菜、瓯剧、瓯窑、瓯塑、

瓯绣”的优势，用好文化基因解码成果和温州丰富的非遗资源，

鼓励文旅经营主体开发文创伴手礼，推出 100个温州印记文创伴

手礼，力争每个县都有 10款以上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旅游商品，

打造“温州有礼”旅游购物特色品牌体系。联合相关行业协会，

举办文旅 IP产品展会和伴手礼产品开发研讨会，做好文化挖掘

和形象元素提炼，鼓励各类经营主体利用当地文化、旅游、农产

品、非遗技艺等资源，打造有记忆、有故事、有颜值、有性价比

的温州伴手礼。

21.宋韵瓯戏品牌打磨计划。提升“瓯江夜游”“塘河夜画” 等

演艺品牌，推出 10个经典复排剧目、10个新创剧目，重点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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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商港”题材瓯剧《弄潮》（暂命名），打磨提升越剧现代戏

《霞光》并开展全国巡演活动。持续推动文艺星火赋美，用“文

艺星火”积蓄生活诗意、涵养城市温度、汇聚向善力量，更好地

赋美城市气质、点靓乡村风韵。

22.瓯风市集品牌延展计划。充分发挥“青灯市集”的品牌

效应，继续做好江心市集、瓯江光影码头市集、平阳鸣山夜集等

市集品牌的培育壮大。推动瓯窑、瓯菜（百县千碗）、咖啡、宋

韵瓯风等专题特色类市集，力争每年定期常态化开展文旅市集

60场。依托“15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因地制宜培育打造一批

具有瓯越鲜明特色和人文品质的多样化新型公共文化空间，策划

一批“小而美”、可持续的文化雅集。

（七）深化文旅交流融合，实施国内外合作深化行动。

23.东亚文化之都交流升级计划。通过立足城市文化，联动

其他资源，不断促进“东亚文化之都”城市交往圈层的扩展，在

当选城市间开展高质量的交流活动，全方位地向世界展示温州的

文化气质、文化实力、文化自信。同时，用好温州·日本海外推

广中心、温州海外文旅交流中心、温州海外传播中心等多个海外

文旅推广渠道，开展戏曲出访、非遗展示等活动，推动带有鲜明

温州印记的文化作品、文旅产品走向国际，进一步讲好温州故事、

浙江故事、中国故事。加强“一带一路”文化和旅游交流合作，

积极参与“中法文化之春”“文化丝路”计划等国家级文化交流

活动。增进与“欧洲文化之都”“东盟文化城市”往来协作，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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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邂逅”“遇上”等对外文旅交流品牌。创成省级国际人文交

流基地 5个，建立市级国际人文交流基地 30个。

24.“一区一廊”协作升级计划。深化浙皖闽赣国家生态旅

游协作区建设，紧抓 2023年浙皖闽赣国家生态旅游协作区推进

会落户温州，加快推进生态旅游发展，塑造具有瓯越文化辨识度

的温州生态旅游品牌，推动四省 19个地市开展品牌共建、客源

共享、市场互送、线路共推等文化和旅游交流合作。积极推动“文

泰云景”浙南山路风景廊道建设，依托国省道干线公路，串联文

成、泰顺、苍南、平阳等地高等级旅游景区、度假区，加快沿线

服务驿站、观景平台、骑行绿道等设施布局，建设辐射的浙南自

驾公路。

25.“千年商港、温润之州”品牌深化计划。利用好亚运会

契机，打造品牌传播矩阵，提升温州国际形象宣传旅游品牌。鼓

励各地利用地方特色文化资源，开展群众参与性强的主题文旅节

庆活动。以“千年商港、温润之州”为统领，形成品牌塑造合力，

做好“千年商港、温润之州”品牌传播贡献度评价指数测评工作。

开展对上海、福建、广东等重要市场的推介营销，进一步巩固省

内游、长三角市场、珠三角市场和海西客源市场；积极开拓和培

育新的旅游客源增长点，保持江苏、安徽等长三角区域城市在温

旅游消费持续上升的趋势，不断提升温州文旅在广州、福建等高

铁沿线客源市场的知名度，加强与航空公司联系，梯度开拓、培

育成都、重庆、西安等远程旅游市场，擦亮“千年商港、温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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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品牌，提升温州文旅知名度和美誉度。

（八）深化文旅配套融合，实施文旅环境设施优化行动。

26.智慧文旅数字赋能计划。建成文旅数字驾驶舱，持续优

化“E游温州”“错峰乐游”“驴友通”等数字化应用，启动实施“浙

里书院数智活化”应用、“侨家乐”全域民宿数字平台建设，助力

共同富裕和乡村振兴，推动文旅消费扩容提质。全市 4A级以上

旅游景区和省级以上旅游度假区实现 5G网络全覆盖，60%以上

A级旅游景区建成智慧旅游景区。

27.交通升级交旅融合计划。以全市城乡道路环境综合整治

提升三年行动为抓手，聚焦数字出游、旅游交通、配套设施、业

态服务四网建设大力推进交旅融合，推出 10大创新试点、10大

特色交通、10大自驾线路。力争 4A级以上旅游景区二级以上公

路通达率达到 90%。

28.壮大主体市场监管计划。引导有条件的文化企业进入旅

游市场，推进文化和旅游企业战略性并购重组和规模化、品牌化、

网络化经营。落实县（市、区）文旅市场主体和文保单位网格化

管理责任，推进 A级景区纳入线上监管平台。深化“放管服”

改革，健全文旅领域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加大对文化产品和旅游

商品商标、专利、版权、地理标志产品的保护力度。深化“信用

+监管”建设，努力实现监管事项和监管对象全覆盖。强化文化

旅游、公安、应急管理、市场监管等部门协调配合，加强对玻璃

滑道、悬崖秋千、空中项目等新业态项目安全监管，提升文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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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市场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三、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实施。成立全市文旅深度融合工作专班，建

立市县、各部门协同机制，调动各方力量，统筹抓好各项任务落

实。研究制定全市文旅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将旅游业发展核

心指标纳入全市经济稳进提质攻坚行动指标。对标对表全省文化

和旅游稳进提质赛马机制，督促各县（市、区）相关部门细化指

标任务，加快推进实施，抓好各项具体工作落实落细。

（二）强化要素保障。用好产业基金和产业奖补政策，统筹

现有资金渠道，积极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吸引社会资金投

入。扩大有效投资，积极争取文化和旅游项目纳入省重大产业项

目。积极争取上级政策支持，依法保障重大文化和旅游项目、旅

游公共服务设施、通景公路土地供给，优先纳入国土空间规划、

土地利用年度计划。丰富文化和旅游金融产品体系。

（三）强化人才支撑。加强全市高校文化和旅游类学科与专

业建设。引进一批文化和旅游高层次人才和紧缺人才。推进文化

和旅游产业领军人才、经营管理人才和创新团队培育，加强专业

型、复合型、创新型人才培养。做好人才政策宣传，落实好人才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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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办公室。

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 3月 2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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