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州市地方标准 

《文旅产业融合工作指南》编制说明 

 

一、编制背景 

旅游业和文化产业曾经作为两个相对独立的领域，各自拥有明确

的发展轨迹，旅游业聚焦于自然历史景观的参观游览，为游客提供身

临其境的体验，而文化产业则致力于艺术的表达与传播，通过多形式

的创意内容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随着全球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

两个领域呈现融合趋势，并迅速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产

业融合是我国文旅产业创新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人民对美好生活需

求的时代选择。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宏伟背景下，文化和旅游经历

了从“物理融合”到“化学融合”的跃升，呈现“跨产业”“多元化”

的融合态势。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作出“健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

展体制机制”重要战略部署，省委十五届五次全会提出“实施文旅深

入融合发展工作”，以“八大行动”促进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优势互

补、协同发展。湖州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东亚文化之都”，拥

有底蕴深厚的人文景观和景色秀丽的自然景观，2022年出台《文旅融

合“五百五千”工程三年行动计划（2022 年—2025 年）》，明确要求

丰富文化和旅游新产品与新业态的供给，将地域文化符号、特色民俗

注入旅游休闲、文化娱乐等服务业，塑造具有长期影响的区域文旅品

牌。2023 年印发《湖州市文旅深度融合工程实施方案（2023—2027

年）》，成立了文旅深度融合工程工作专班，布局江南生态文化标识塑



造、文旅产业生态圈构建、文旅高峰塑造、文旅产业提质升级、重点

载体能级提升、休闲度假城市改革、环境设施优化、“度假之州”品

牌提升等工程，切实推进市域文化和旅游全方位、深层次、高质量、

可持续融合发展。近年来，湖州通过实施“丝韵、笔韵、茶韵、水韵、

古韵、红韵”六大文旅融合工程，文旅产业融合类型多样、成果丰富，

目前拥有各类省级产业融合示范基地 81 家、省级文旅产业融合试验

区 2家，并拥有全省唯一的新时代乡村旅游产业融合发展试验区。 

2022 年，文化和旅游部发布了国家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发

展示范区建设指南和评价指标体系，创建要求笼统宽泛，无法有效指

导文旅产业在要素、效能等层面上形成系统关联，对于县域如何具体

开展文旅产业融合引领性不强。随着各级各类文旅产业项目不断增加，

解决家底不清、推优不准、保障不力等问题成为现实需求。由于目前

尚无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直接相关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浙江省地方

标准，导致在实践中存在文旅产业融合路径不清、具体工作举措及落

实不力、融合项目运营管理困难等问题。标准起草小组以市级行政区

域为切入口，聚焦文旅产业融合的内涵外延、模式形态、项目发展等

实际需求，通过《文旅产业融合工作指南》的制定，引导湖州各县（市、

区）充分挖掘并利用自身资源和产业基础，配套必要的服务设施，从

资源融合、业态融合、产品融合、服务融合等方面入手，加强对文旅

产业融合项目的分类指导、运营管理和支持力度。 

二、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根据《关于下达 2024年第五批地方标准制定计划的通知》（湖州

市监标准〔2024〕246号）。 

（二）起草单位及起草人 

起草单位：南浔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湖州市文化广电旅游

局、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主要起草人：XXXX 

（三）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工作 

标准主要起草人各自分工： 

组织调研、整合资源，统筹标准研制各项工作 

组织调研座谈和意见征求，构架标准技术框架 

参与调研，为主起草标准技术内容和编制说明 

参与调研，协助起草标准技术内容和编制说明 

参与调研，标准征求意见汇总 

（四）主要工作过程 

1.成立标准起草组 

标准正式立项后，成立了由南浔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湖州

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浙江旅游职业学院及相关文旅企业等单位组成的

标准起草组。 

2.资料收集与实地调研 

2024年 11-12月，起草组系统梳理了文化、旅游、文旅融合、产

业融合等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文件、标准规范和国内外文献资料，

对湖州市文旅产业融合现状和趋势做出了研判，提出调研方案和工作



进度安排。 

3.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2025年 1-2月，工作组赴南浔古镇、太湖龙之梦乐园、湖州影视

城、安吉竹博园、余村等文旅项目进行调研，总结了湖州市今年在文

旅产业融合方面的工作经验和典型做法，并结合标准立项会专家意见，

对标准草案进行修改，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4.征求意见：待补充 

5.标准送审：待补充 

6.标准报批：待补充 

三、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地方标准主要内容依据 

（一）编制原则 

1.一致性原则。标准编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等法

律法规，与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释放旅游消费潜力推动旅游业高质量

发展的若干措施的通知》（国办发〔2023〕36号）、文化和旅游部等三

部委《关于开展国家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的

通知》（文旅产业发〔2022〕123号），以及浙江省《关于推进文化和

旅游产业深度融合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浙政发〔2022〕33号），

《浙江省文旅深度融合工程实施方案（2023—2027年）》（浙政办〔2023〕

10号）等政策文件精神相适应。 

2.普适性原则。标准编制基于对我国我省，特别是湖州市文旅产

业融合发展基础、挑战和趋势的调研和论证，适用于具有独立法人资



格且已正式运营的文化产业、旅游产业和产业融合项目。是对以县域

为创建主体的国家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省级文

旅产业融合试验区项目的有效支撑，能够对多模态的文旅产业融合项

目进行分类引导，推动文旅产业融合从松散化、机械化向系统化、深

层化转变。 

3.时代性原则。进入新发展阶段，有必要以健全文旅深度融合发

展体制机制为改革着力点，最大程度激发文旅产业发展新的生机活力。

制定标准是健全体制机制的重要手段，通过优化流程、促进协同、保

障质量等方式，推动湖州市文旅产业融合工作的长板更长、短板补齐、

难点突破，在全省乃至全国形成领先优势。标准编制兼顾目标和问题

导向，强调融合要素及效能的共性要求，提出针对性的引导性条款。 

4.可操作性原则。标准编制从实际需求出发，充分听取利益相关

方的意见，确保标准在湖州市全域使用的可行性。面对文旅深度融合

趋势，给出资源融合、业态融合、产品融合、服务融合等多维指导策

略，不同类型的文旅项目，可结合自身实际，从资源基础、业态活力、

产品特色、服务场景创新等方面入手，推进文旅产业融合工作。 

（二）确定地方标准主要内容依据 

本标准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总体要求、基

础条件、融合要素、运营管理 7个章节，主要技术内容如下： 

（1）范围。明确了本标准的适用范围，即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且

已正式运营的文化产业、旅游产业和产业融合项目，本文件为文旅产

业融合工作提供总体要求、基础条件、融合要素与运营管理等方面的



指导。 

（2）规范性引用文件。列出了 8项本文件规范引用的国家标准。 

（3）术语与定义。对涉及本文件的名词术语“文旅产业融合”

进行了定义，目前无可直接参考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综合学界相

关理论研究成果，如：范周，2019.文旅融合的理论与实践［J］.人民

论坛·学术前沿（11）：43-49；刘治彦，2019.文旅融合发展：理论、

实践与未来方向［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16）：92-97。 

（4）总体要求。对于文旅产业融合工作的前提条件给出指导，

涉及发展定位、规划方案、发展态势、绿色发展、运营管理组织等方

面，参照《“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湖州市文旅深度融合工

程实施方案（2023—2027年）》。 

（5）基础条件。面向文旅产业融合的基础保障，对于道路交通、

环境卫生、安全应急和服务设施等方面提出指导。 

5.1 道路交通 
《关于推进旅游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 

旅游景区质量等级划分（GB/T17775—2024）中的 6.3.2 

5.2 环境卫生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规范（GB 37487—2019）   

公共场所设计卫生规范 第 1部分：总则（GB 37489.1—

2019） 

旅游厕所质量要求与评定（GB/T 18973—2022） 

5.3 安全应急 

演出安全（GB/T 36729—2019）   

游乐园安全 基本要求（GB/T 42101—2022）  

旅游景区质量等级划分（GB/T17775—2024）中的 6.3.5 

5.4 服务设施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 1 部分：通用符号（GB/T 

10001.1—2023）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 2 部分：旅游休闲符号（GB/T 

10001.2—2021） 

旅游景区游客中心设置与服务规范（GB/T 31383—

2015） 

旅游景区质量等级划分（GB/T17775—2024）中的 6.3.3



和 6.3.4 

（6）融合要素。为满足多模态的融合发展需求，满足不同项目

主体参考选择，提出资源融合、业态融合、产品融合、服务融合等文

旅产业融合工作路径指导。 

6.1 资源融合 

《浙江省文化和旅游资源分类、调查和评价标准（试

行）》 

《浙江省文化基因激活工程实施方案（2024—2026年）》 

县域文化和旅游融合工作指南（T/ZJLB 0001—2021）

中的 5章 

6.2 业态融合 

《国家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评价指标

体系》 

《湖州市文旅融合“五百五千”工程三年行动计划（2022

年—2025年）》 

《关于进一步培育新增长点繁荣文化和旅游消费的若

干措施》 

6.3 产品融合 

《关于抓好三个“一号工程”推进创新深化改革攻坚开

放提升的实施意见》 

《关于加快推进文旅融合 IP工程建设的实施意见》 

《关于进一步激发文化和旅游消费潜力的意见》 

6.4 服务融合 《关于进一步激发文化和旅游消费潜力的意见》 

（7）运营管理。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对于各类产业融合项目

的日常运营和管理工作提出制度建设、营销推广和质量控制等方面的

指导。 

7.1 制度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 

7.2 营销推广 《湖州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十四五”规划》 

7.3 质量控制 
质量管理 顾客满意 组织投诉处理指南（GB/T 

19012—2019） 

四、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报告、相关技术和经济影响论证 

暂无 

五、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暂无 

六、预期的社会经济效益及贯彻实施标准的要求、措施等建议 

（一）预期效益 

预期社会经济效益主要体现在 3个方面：一是本标准是浙江省首

个文旅产业融合方面的市级地方标准，从发展理念和工作方向上给出

指导，将提升湖州市文旅产业融合“软实力”，推动文旅产业深度融

合高质量发展；二是从文旅产业融合的多模态发展给出指导，各县（市、

区）根据资源禀赋和产业优势，主动匹配“文化+旅游”“旅游+文化”

“文旅+”等融合路径，形成差异化竞争，确保更多优秀项目脱颖而

出；三是文旅产业融合相关的项目主体可以对照标准查漏补缺，开展

针对性培育和建设，提高湖州文旅产业融合项目的整体工作水平。 

（二）贯标措施 

市县两级行政主管部门将采用活动发布、线下培训、线上课程、

项目指导等方式进行标准宣贯；利用浙江旅游职业学院等科研院所的

智库作用和行业影响力，进行标准推广，扩大标准的知晓度。结合日

常项目申报工作，对于湖州市文化产业、旅游产业和文旅融合产业相

关单位进行实地指导；对文旅融合重点项目的标准实施情况进行跟踪

调研，掌握对标情况，总结最佳实践案例进行宣传，形成示范效应。 

七、强制性标准实施的风险评估及对经济社会发展可能产生的影

响，以及设置标准实施过渡期的理由 

建议本标准作为推荐性标准发布实施。 

八、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无 

 

标准起草组 

2025年 2月 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