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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业是综合性产业，对发展经济、促进就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增进人民幸福具有综合推动作用。

当前，作为战略性支柱产业的旅游业进入发展黄金期，促进旅游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对于推动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意义重大。常熟市地处苏南经济发达地区，产业活力强

劲，生态环境优美，人文底蕴深厚，以常熟市为例探寻旅游业助推高质量发展之路具有积极价值。

旅游业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赋能

旅游业作为现代服务业重要组成部分，资源消耗低、带动系数大、综合效益好，在社会发展和国民经

济体系中的地位不断升级，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动能。

旅游业是提升消费品质、拉动综合消费的重要抓手。常熟市素有江南福地美誉，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全国文明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近年来，常熟市大力推动旅游业快速优质发展，创成 5A级沙家浜·虞

山尚湖旅游区和 4A级方塔古迹名胜区、服装城购物旅游区、蒋巷乡村旅游景区、梅李聚沙园等高 A级景区

群，打响了“江南福地，常来常熟”经典旅游品牌。2018 年，常熟旅游接待人次超过 2200 万，同比增长

2.5％，旅游总收入突破 360亿元，同比增长 4.6％。

旅游业是促进文化传播、践行生态理念的重要契机。常熟拥有 3000年文明史，吴文化、江南文化、红

色文化源远流长。常熟注重文化与旅游有机融合，精心打造江南文化旅游品牌，推动常熟古城古迹的创造

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讲好虞山文化流派的典故故事，不断探索用好沙家浜 IP的新方法。同时，坚持以“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推动旅游发展，确立长江铁黄沙岛生态旅游用途，严守虞山尚湖生态红线，保

护昆承湖、南湖等湿地景区自然风貌，旅游与生态的良性互动成效显著。

旅游业是带动多业发展、促进融合提升的重要平台。常熟旅游在发展中以产业融合来释放综合带动效

应，积极创新“旅游+”“+旅游”，“+研学”推出“常塾·研学堂”品牌和平台，“+体育”打造尚湖国

际马拉松赛、“风光智跑”赛事、尚湖铁人三项等精品活动，“+农业”涌现出以蒋巷村为代表的乡村振兴

典型，“+工业”产生了波司登等一批国家级和省级示范点。产业间的融合既丰富了旅游业发展的内涵，更

为相关产业拓展新空间、提供新舞台，为转型升级注入活力。

新时代旅游业助推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新时代旅游业发展面临的内外部形势和使命发生了重要变化，满足游客对旅游生活的美好需求，提供

丰富完善、结构合理、品质优越的旅游产品，成为未来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任务。当前，应明晰旅游

业发展的思路路径，围绕注重内涵与提高质量，推动常熟旅游迈向优质旅游发展时代。

提升格局，将旅游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考量。旅游业发展必须提高站位、提升格局，放在经济

社会发展全局中谋划。在常熟这样工业经济实力雄厚的地方，重点要找准切入点和突破口，紧紧围绕城市

更新、产业转型、乡村振兴、文明提升等中心工作，充分释放旅游业在推动新旧动能转换、促进百姓增收

致富、增进文化传播交流等方面的独特价值，在服务大局中实现发展壮大。



提升格调，将促进旅游优质发展作为自觉追求。走优质化发展之路是旅游业未来发展的趋势，也是旅

游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旅游业发展要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将其作为解决供需矛盾的主

要方面来抓，推动旅游业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推进旅游产业结构调整转型升级，满足最终消费需

求。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区域间的竞合关系更加凸显，常熟旅游必须提升格调、补齐

短板，结合常熟资源禀赋和市场需求，在提升既有的虞山尚湖和沙家浜等传统景点景区发展水平的同时，

更加注重策划开发休闲度假新产品新业态，推广常熟闲适精致生活方式，注重精准服务与精细管理，更好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质旅游需要。

提升策略，推动特色资源的旅游价值充分释放。常熟市山水城相依、林田湖相融，历史人文和生态环

境优势独特。常熟旅游要充分利用好优势资源，提升发展策略，走特色路、打组合牌，充分发挥常熟国家

历史文化名城、国际湿地城市品牌效应，推动资源优势释放出应有的旅游价值。一方面，外塑形象、打响

品牌，创新开展城市旅游主题宣传推介，另一方面，练好内功、做优产品，打造主题化体验性旅游产品，

将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让广大游客常来常熟、常来常新。

系统谋划旅游业助推高质量发展的举措

当前及今后一个阶段，常熟市将围绕打造特色主题鲜明、长三角必游、全国知名度高的休闲旅游城市

的目标，大力实施休闲度假提升、旅游发展融合、市场推广创新、旅游服务优化、产业发展保障五项工程，

实现旅游业态多样化、旅游供给品质化、旅游管理规范化、旅游效益综合化，使旅游业成为常熟高质量发

展的先导和支撑性产业。

大力实施休闲度假提升工程。传承常熟特有的文化基因和生活形态，打造具有江南水乡古城特色和生

活情调的精致慢生活体验游产品。策划休闲度假核心吸引物，加快度假主题产品建设，围绕虞山生态步道

串联历史文化遗存，提升虞山文化旅游功能。坚持红色文化与绿色生态融合发展，推进沙家浜大型文旅项

目，建设田园综合体、大闸蟹休闲乐园、唐市古镇旅游区，扩大红色教育与研学旅游影响，打造高品质特

色化旅游度假区。创新湿地生态旅游新业态新产品，做精沙家浜国家湿地公园和尚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

差异化做好南湖、昆承湖、泥仓溇、沉海圩湿地公园的生态旅游功能开发与基础设施完善。

大力实施旅游发展融合工程。深度挖掘常熟历史文化名城独特资源，依托历史文化、红色文化、时尚

文化、宗教文化等资源，注重活化利用，叠加旅游元素，发展文化旅游。利用琴川河、南泾塘的古城风貌

以及方塔、曾赵园、燕园古典园林和文庙、翁同龢纪念馆等串点成线发展古城游，丰富南门坛上核心启动

区业态，打造有历史记忆的商业老街区，激活铁琴铜剑楼的文化旅游价值。进一步扩大尚湖马拉松、铁人

三项等赛事影响力，以市场化手段吸引新的特色体育旅游活动落户，在风景中办赛事，在大赛中做旅游。

大力实施市场推广创新工程。围绕“江南福地，常来常熟”主题，统筹时令节气、当季美食、民俗非

遗、运动休闲等元素，系列化策划旅游子主题，开发配套旅游产品线路，利用微信、微博、抖音等社交媒

体开展精准营销推介。坚持政府引导与市场运作相结合，提升江南文化节、沙家浜旅游节、江南花朝会等

活动影响和口碑，策划形式新颖的旅游主题活动。政企联动建立旅游产品创新孵化器等平台载体，积极扶

持文化旅游产业众创集聚区建设，建立创意策划、营销宣传、金融支持、资源对接、智慧旅游应用等扶持

孵化机制，实现优质资源对接嫁接。

大力实施旅游服务优化工程。以“常熟旅游”微信公众号为平台，完善全域旅游信息查询、在线预订、

在线支付、线上导览、信息推送等功能，打造常熟旅游服务方便快捷的线上总入口。积极推进智慧城市和

智慧旅游融合共建，对接上级旅游大数据平台，建成运行大数据中心和旅游应急指挥中心，发挥旅游大数



据在精准营销、投资决策、应急管理、市场监管方面的作用。加快完善旅游交通体系建设，加快完善景区、

游客集中区域的旅游公交基础设施，优化旅游公交布局，提高公交线路景区联通率，推进生态停车场和智

慧停车设施建设，实现游客无缝换乘和便捷出行。

大力实施产业发展保障工程。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市镇协同、部门联动、政企联动的工作机制，

统筹协调重大旅游项目规划建设，有机衔接交通、土地利用、服务业发展、商业布点等。探索建立部门和

属地旅游目标责任监督考核机制，将考核结果纳入市级机关、板块绩效管理考核体系。充分发挥市旅游安

全专业委员会作用，推动旅游企业和涉旅单位落实主体责任，完善日常监督检查和联动执法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