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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从2009年腾冲机场通航之初的330
万人次增至2015年的862万人次。

1995 年 6 月建成通航的丽江机

场，经过两次改扩建后，正以全新的

面貌把各地旅客源源不断地运向丽

江。据丽江三义机场党委书记彭利群

介绍，目前丽江三义机场共计通航城

市55个，开通航线55条，其中国际及

地区航线 6条，分别为曼谷、新加坡、

首尔及台北、高雄、香港。2015年，

机场共保障航班45939架次，旅客吞吐

量达562万余人次。

“一个机场带动一片市场”

背靠大山、地处边疆的省情，注

定交通问题必然成为制约云南省旅游

业发展的瓶颈之一。近年来，伴随着

云南省民航事业的发展，全省旅游业

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各地旅游

业的发展呈现出遍地开花之势，游客

逐年增长，旅游经济收入也连年刷

新，凸显出“一个机场带动一片市

场”的局面。作为拥有全省第一个地

市级机场的西双版纳州，2015年累计

接待国内外游客 2001.4万人次，为当

地带来 286.7亿元的旅游业收入。同

样，作为边陲小镇的腾冲，在短短几

年内探索出我省旅游改革典范“腾冲

模式”，很大程度也得益于机场的开

通。“机场建成开通前，由于交通不

便，尽管我们腾冲拥有丰富的旅游资

源，也如同深闺女子，无人问津。”赵

黎敏介绍说，机场的建成和通航，彻底

改变了腾冲“山间铃响马帮来”的状

况，使腾冲旅游业发展呈现出前所未

有的强盛势头，有力地促进了老景区

的改造提升和新景区的开发以及酒店

等行业的发展。

在和顺镇水碓社区，记者看到，

火山石铺就的村道两旁，客栈、宾

馆、酒店随处可见，一座座典雅古朴

别致的建筑物错落有致地排列在道路

两旁。据社区党总支书记刘振胜介

绍，近几年来，随着游客的逐年增

加，水碓社区旅店行业发展异常火

热，尤其是随着腾冲驼峰机场的建成

和通航，很多福建、浙江等地的老板

来到水碓社区向居民租地建酒店、宾

馆、客栈等。

走进和顺客栈，只见这栋三层的

小楼布置得格外温馨和古朴。站在

客栈走廊，不远处的湿地、荷塘、白

鹭……尽收眼底。客栈老板寸先生告

诉记者，和顺客栈建于 2007年，共有

10间客房。前些年和顺的游客较少，

即使价格很便宜入住率也很低，甚至

无人入住。自从 2009年驼峰机场建成

通航后，来和顺旅游观光的外地游

客渐渐多了起来，客栈的生意也越来

越好。“10间客房基本上每天都住满

了，旺季时候还要提前几天预订才

行。”寸先生说。

位于香格里拉大旅游区核心区的

迪庆藏族自治州，由于受自然环境、

地质条件等因素的制约，交通问题一

直难以解决，影响了当地的发展。

1999年，投资 2.56亿元的香格里拉机

场建成通航后，三江并流、梅里雪

山、雨崩村等旅游胜地如出水芙蓉，

吸引了大量国内外游客的目光，海内

外游客与日俱增。旅游业的迅猛发展

为当地带来源源不断的经济收入。

此外，2015年10月12日，随着第

一架民航机平稳地落在宁蒗泸沽湖机

场，历经2年多时间的建设，泸沽湖机

场也终于完美地展现在世人眼前。泸

沽湖机场的通航，大大拉近了外面世

界与泸沽湖的距离。昔日的“女儿

国”不再遥远，正向越来越多的游客

掀开她的神秘面纱……

探索航旅融合发展新模式

随着旅游业的持续升温，云南航空

与旅游业尝试从战略协同、航线开发、

营销推介、旅游宣传等领域加强合作，

探索出一系列融合发展的新模式。

从 2013年起，云南省旅发委就与

云南机场集团共同联合地方政府举办

了每年一次的云南航空旅游推介会，

这一创新模式得到行业内外的一致好

评，双方的融合进一步促进了地方经

济的发展。

腾冲驼峰机场、丽江三义国际机

场、大理机场等也积极探索航空与旅

游业融合发展的新路子。2014年初，

大理州围绕“以航线带旅游，以旅游保

航线”，对航空业进行变革，开启了

“大理直飞”新模式，在短短一年多的

时间里，大理民航产业持续升温，旅游

航线和航班不断增加，游客量大幅度

上升，有力推动了大理旅游业的发展。

丽江三义机场联合航空公司、旅

游局、旅行社、包机人、酒店、景区

等部门，成立“航空旅游营销中心”，

并结合丽江旺盛的自助游市场，设计

航空旅游产品，挖掘潜在航空客源，

确保丽江航线保持较高客座率，增强

航空公司投放运力和新开航线的信

心。腾冲市旅游局也正和驼峰机场积

极探索“航线+旅游”的联合促销模

式，主动配合航空公司联合景区、旅

行社和酒店共同开发航空旅游产品，

以满足不同层次旅客需求。

作为云南第一个股份制机场，腾

冲驼峰机场以吸纳热海、火山两个景

区 30年的盈利收入入股的方式和腾冲

市进行合作，双方都非常认可这样的

合作模式。“由于两景区每年都把盈利

收入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所以机场

目前还没有拿过景区一分钱，但是这

种合作模式是可行的。”腾冲机场党委

书记沈世敏告诉记者。此外，腾冲机场

还与芒市机场、保山机场建立了“滇西

协同区”，“当腾冲机场受阴雨、低云等

天气影响不能正常起飞时，我们就可

以通过地面转运，把旅客运送到具备

起飞条件的保山、芒市等协同区机场

起飞，更好地解决因受天气等影响而

导致旅客滞留的问题。”沈世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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