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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观察

不好管理，加之品牌低调一

些，我们更能闷头干事，不

会经常被竞争者和市场‘盯

住’。”这样的经营理念，

恰恰反映出云南文旅产品

品牌发展中的一个不争事

实——传统、保守、品牌意

识淡薄。

据悉，这样的情况，在

全省16.09万户涉旅企业中

并不鲜见，这也是云南文旅

品牌建设发展缓慢的主要原

因之一。

另外，目前云南文旅产业融合

发展程度不高，文化产品和旅游产

品融合度低，文化品牌和旅游品牌

各自“单干”现象未能破除。导致

文化产品不具备旅游属性，不能很

好地搭乘旅游发展东风，而旅游产

品缺乏文化内涵，投机味太浓。

除此之外，云南文旅品牌培

育体系不健全也是重要原因，有实

力、有产业带动能力的大型综合性

文旅企业较少。比如，全省16.09万

户涉旅企业中，从事产业化经营发

展以及大品牌项目打造、经营的企

业比重低，自主文旅品牌依旧缺乏

创新活力、创新能力和创新平台。

破题：强化文旅融合

“本土文旅产品品牌发展慢，

影响力弱，竞争力不强，虽然有种

种原因，但归根结底还是文旅融合

发展不够深入的问题。”丽江东巴

造纸传承协会会长和秀红认为，继

续深入推进文旅融合发展，用旅游

带动文化，用文化内涵赋能旅游品

质提升，应是未来文旅产品品牌发

展的方向。

在这方面，云南进行了很多有

益探索。比如，东巴纸是一种有着

悠久历史的手工写经用纸，东巴纸

制作技艺是我国第一批列入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技艺之一。

过去，东巴纸采取师傅带徒弟、家

族教授等形式进行保护发展。近年

来，丽江集合旅游发展需求，采取

成立传承推广机构、开设非遗体验

中心等系列措施，将东巴纸等一大

批优秀少数民族文化融入旅游产业

中，作为旅游商品上市发展。在旅

游产业带动下，东巴纸得以快速走

向世界，成为云南民族文化品牌中

的“明星”。

据云南省实施品牌和质量强省

战略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人士介绍

说，近年来，云南围绕“促进旅游

业发展作为挖掘民族文化资源、传

承和发展民族特色文化、增强各民

族内生发展动力”的思路，推进旅

游与特色文化融合发展。

以此为基础，云南将持续加

大民族文化富集地区的旅游资源开

发利用，比如依托大滇西旅游环线

区域独特的民族文化资源为旅游产

业赋能，在“大滇西旅游环线”、

半山酒店建设等基础上，积极打造

一大批具有地域和文化特色的文旅

融合项目、精品旅游和休闲、探险

线路，并通过各种方式宣传推广，

使其形成云南新的名牌旅游目的地

和旅游产业转型升级的功能区。同

时，全面推动传统“非遗”手工艺

品转向旅游市场发展。

近年来，云南许多地方探索

出“非遗+旅游”的新路子。云南

传统非遗手工艺数不胜数，白族扎

染、彝族刺绣、傣族织锦等在旅游

市场深受欢迎。用“非遗”来提升

旅游档次，打造民族文化旅游精品

品牌，或将成为破解文旅品牌价值

低、产品雷同，缺乏市场品牌效应

等问题的一个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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