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千年古韵与现代文旅碰撞，晋中以“融合”为本，以
“怡然”为魂，创新驱动，培育多元业态，引领游客从传统观
光到沉浸体验的转变，释放出前所未有的经济活力。

从观景到入戏，文旅融合焕新升级。晨光熹微间，身着
传统服饰游走于有着2800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平遥
古城，穿梭在四大街、八小街、七十二条蚰蜒巷的青砖黛瓦
中，“行走的文化体验”为游客带来别具一格的旅行记忆；夜
幕降临时，以城墙为屏幕，以历史为情节，以光影为媒介的
3D灯光秀，带领观众穿越古今，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置身于山西首家数字文旅项目《沉睡的古堡》，可以在
NPC带领下，以第一人称视角冒险、探索始建于1600多年
前的军事堡垒张壁古堡；在灵石王家庄园《机遇时空X-
META全感VR主题乐园》体验大唐奇遇记、火星营救、末
日历险、昆仑迷宫、冰龙寻珠五大主题，通过虚拟现实VR
技术为游客带来精彩感官盛宴；祁县“王维水墨诗国小镇”
将王维数字人项目和文旅体验深度融合，形成“白天观景、
晚上看戏”的全天候消费场景。走进左权县桐峪 1941博
物馆，通过VR技术，体验抗战文化和历史场景……科技
赋能，创意十足，“怡然”晋中让游客感受到了风景、文化之
外的美好体验。

从打卡到驻留，文旅地标璀璨蝶变。初夏，太行山风
光旖旎，沿着“太行一号”旅游公路盘旋而上，徜徉于烂漫

花海与壮阔山川之间。在榆社云竹湖，无动力帆船、摩托
艇、游轮带您亲水度假，26公里的环湖路，三五好友结伴，
或漫步、或骑行，尽享湖光山色美景，还可以乘坐直升机俯
瞰湖水碧波荡漾。夜幕降临，云竹湖上空繁星点点，一顶
顶立于山峦叠翠之中的白色帐篷，夜景美轮美奂。和顺走
马槽是晋中的一处隐秘宝藏，那里地势独特，南北两侧高
耸，东部悬崖峭壁，中部地势平坦，提供了无比宽广的视
野，成为太行日出、太行云海、太行星空的绝佳观赏地。在
左权，处处流淌的红色印迹，讲述着生生不息的薪火相传，
中国北方国际写生基地迎来写生热潮，艺术家们的创作，
正在唤醒沉淀百年的岁月，赋予八百里太行新的生命力。

农文旅融合、多元乡村、康养旅游等新业态活力涌
动。左权县麻田镇泽城村积极发展写生、核桃、水电、光伏
等产业，挂牌“中国北方国际写生基地”，年村集体经济收
入达 151 万元，辐射带动周边 6 个行政村 300 余农户致
富。榆社河峪乡岩良村依托云竹湖业态开发，发展农家
乐，年接待游客近 5万人次。昔阳大寨村将村内农家乐、
门店提档升级为民宿，开发人民食堂、大虎牧场劳动研学
基地等新业态，丰富大寨旅游产品。太谷区任村乡东卜村
打造田园东谷温泉康养小镇，可以真正实现房前有院、屋
后有田，春闻百花盛开、夏有清风明月，秋尝瓜果满园、冬
泡温泉养生的美好景象。和顺县开发“牛郎织女云端森林

康养小镇”，将乡村山水转化为“金饭碗”。寿阳县南燕竹
镇燕州小镇现代农业观光园内，网红步道、燕州湖、主题稻
草景观以及 29套星空屋点缀其中，休闲农场、草莓大棚、
彩虹滑道与自然风光相互映衬，引得游客纷至沓来，山间
处处回荡着欢声笑语。

夏天的夜晚，成为文旅产业延伸的“燃点”。今年“五
一”假期，榆次潇河莲花湾景区举办“天画山西·遇见花火”
沉浸式烟花秀表演，与晋中瑞达公交有限公司深度联动，
开通山西大学城—莲花湾景区定制旅游专线，实现“公
交+文旅”融合新模式。“怡然青年广场”5月1日开街，民谣
清吧、巡游表演点亮晋中夜空，多业态联动+常态文化活
动，让你随时随地都能邂逅惊喜。

“我已三赴乔家大院，非遗文化、晋商历史、民宅大院，
样样吸引着来自南方的我。”“和顺南天池村令我惊叹了，
这处被大自然精心雕琢过的小天地，植被繁茂，泉水清冽，
又因深植于其间的牛郎织女爱情文化赫然于世，身处之
中，足以忘却尘嚣。”游客的评价，是最好的肯定。

从规划引领、业态布局、场景塑造、数智赋能等方面破
题；在系列业态群落上提质，用产业让“流量”变现；紧盯创
新，不断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如今，晋中文旅产业
势如破竹、蓬勃发展，辨识度、知名度和美誉度不断提升，
正以其独有的“浪漫”，和八方游客共赴文旅之约。

匠心守护 文脉传承有“温度”担当实干 融合发展有“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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檐角无声，文脉流传，既悠久、又厚重，是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能够绽放时代光彩的基础。晋中得天独厚，存有
5539处不可移动文物，69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砖
一瓦，皆是历史走过的痕迹；有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21项、省级128项、市级995项，传统民间文化源远流长。

“深度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价值，强化高品质多样化
文化供给，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为建设文化强市作
出更大贡献。”按照市委、市政府要求，全市不断加强文化
遗产保护利用传承，同时积极探索新业态、新场景的文旅
发展模式，让珍贵的文物活起来、动起来，让遥远的历史近
在咫尺、鲜活如昨。

夯实基础，厚积薄发。昔阳钟村墓地入列国家文物局
“考古中国”最新考古成果发布四大名单，成为中华文明探
源工程和省市建设用地考古前置工作的重大成果。全面
铺开文物“四普”工作，出台《左权红色文化遗址保护利用
条例》。市博物馆、平遥县文涛坊古兵器博物馆晋级国家
二级博物馆，介休市博物馆被评为国家三级博物馆。寿阳
试行文物建筑认养管理办法，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文物保
护。全市文物系统实现零火灾、零盗窃盗掘“双突破”。

活态传承，熠熠生辉。以建设晋中国家级文化生态保
护区为总抓手，搭建政策保障、数字化保护、传播推广、理
论研究四个平台，实施传统村落文化生态修复、非遗传承
体验设施提升、保护区标牌标识体系建设、助力经济社会
发展四大工程。“非遗烟火 心中的家——中部六省国家级
文化生态保护区成果展”在灵石王家大院成功举行，平遥
县唐都推光漆器有限公司入选国家级非遗生产性保护示
范基地名单。祁县红海玻璃有限公司荣获“全国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工作先进集体”荣誉称号。左权民歌入选“中
国民间文化传承发展品牌案例”。

公共服务，创新发展。推进城市书房等新型文化空间
建设，评选命名19个“最美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左权·中国
北方国际写生基地入选文化和旅游部 2023年度最美乡村
公共文化空间（空间设计类）TOP20名单，介休市图书馆基
层公共阅读服务推广项目列入文化和旅游部基层公共阅
读服务推广项目名单（全省仅6家）。“怡然见晋中 欢乐过
大年”2025 年中国社火之乡晋中社火汇演参演人员 3400
余人，现场 10万余人共庆元宵佳节，自媒体直播线上观众
200万余人。组织开展图书馆文化馆服务宣传周系列活动
300余场，6月至10月全民文化活动季系列活动100余场集
中上演，群众文化惠民工程每年活动2万场以上。

多点开花，融合发展。市、县两级博物馆线上线下展
览活动丰富多彩，文物保护与传承辐射每年超过百万人；紧
抓文物热、国风热契机，在各大文物景点、景区着力推进文
创产品研发，以“小文创”讲述“大文化”；以文物保护利用为
导向，以数字互联为牵引，深化与文博单位、高校、科研院所
合作，运用AI、VR、AR等现代元宇宙技术，多个数字文旅项
目有效推进；当游戏《黑神话：悟空》风靡全球之际，晋中紧
抓机遇，迅速推出“跟着悟空游晋中”主题线路，将平遥双林
寺、镇国寺等游戏取景地打造成“网红打卡点”。

厚重，是属于城市的独特烙印；怡然，是晋中给予的
情绪价值。晋中文旅以文化为内核、以创新为动力、以战
略为引领，走出了一条“资源活化—业态升级—品牌塑
造”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未来，这座承载着厚重历史的古
城，将继续以“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畏生态”的姿态，书
写文旅融合的时代答卷，让游客真正来一场中国传统文
化之旅、太行山水艺术之旅、休闲度假美食之旅，满足广
大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美好向往，让世界看见晋中的“山
水之韵”与“人文之美”，推动全市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行稳
致远。

古韵悠长，神往之地；大美晋中，怡然之城；新风徐来，生机勃发。这既是来晋中游
客的感叹，又是本地市民的心声，更是晋中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结晶。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2025年要创新多元化消费场景，扩大服务消费，促进
文化旅游业发展。山西省委、省政府重点指出，要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用好文旅资
源优势，大力推动文旅融合发展，积极拓展“文旅+”新场景新业态，统筹推进文博、文创、
文艺事业发展，着力完善旅游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加快把文旅产业打造成战略性
支柱产业和民生幸福产业。晋中市紧扣中央及省委决策部署，锚定市委“156”战略举

措，打好“文旅牌”，擦亮“怡然见晋中”城市文旅形象，大力推进“文旅+”，加强全域、全
季、全龄设计开发，涵养生态、丰富业态、完善形态，打造旅游供给体系，让文化为市场赋
新、为产业赋能、为旅游赋美，放大旅游业综合带动效应，让镶嵌于晋中大地的青山绿
水、古建遗迹舞动起来，焕发出无限活力，书写文旅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答卷。

“5·18”国际博物馆日、“5·19”中国旅游日，晋中市推出35项景区优惠政策和文旅
文博活动，端午假期，全市主要景区景点还推出60余项优惠政策和民俗活动，晋中文旅
全民“宠客”热潮涌动，为游客打造全方位出游体验。

文化为魂，旅路生花。“文旅融合之于晋中，既是
职责使命所在，更是高质量发展所需。”晋中市委、市
政府高位推进文旅工作，多次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
署，在深化领域改革、健全体制机制、项目产业赋能、
业态体验拓展、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服务水平、创新产
品开发等作出一系列具体安排，充分彰显了晋中文旅
蓬勃发展的强劲动力。

晋中文化历史悠久，旅游资源丰富，文旅融合有声
有色，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三块金字招牌”，更是
让晋中在文旅融合的道路上，闪烁着得天独厚的光芒。

酒香也怕巷子深，好东西也得会吆喝。依托老祖
宗留下的宝贵财富，晋中谋定后动、厚积薄发，重磅打
响“怡然见晋中”城市文旅形象，推出“文旅+”“+文旅”
九大业态群落、三大主题线路，打造全域文旅品牌矩
阵，激活晋中丰富的山水人文资源，持续释放文旅产
业“一业兴、百业旺”的综合带动效应。

同时，推动文旅产业向“全域化、品牌化、智慧化”
迈进。涵养生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深化农
文旅融合，聚力打造三大主题、九大业态群落，与太原
一体打造山西旅游门户城市；丰富业态，大力培育发
展文旅新质生产力，提供更具个性化、智能化的新场
景、新体验，加快文旅与工农商、康体健跨界融合，培
育冰雪经济、银发经济、演艺经济、赛事经济，发展研
学游、红色游、低空游，提升文旅消费带动力，打造与
资源相匹配的产品业态和规模；完善形态，围绕“吃住
行游购娱”全过程全链条，进一步完善要素、提升服
务，加快建立旅游工作统筹协调机制，优化大文旅格
局、大产业发展、大领域协同，叫响“旅游满意在晋中”
品牌，加快从旅游大市迈向旅游强市。

2025年春节，晋中文旅市场交出一份高分答卷，
全市累计接待游客达279.3万人次，同比增长50.24%，
门票收入达 3448.4 万元，同比增长 7.23%。“五一”假
期，全市旅游景区景点累计接待游客 249.41万人次，
同比增长 61.07%；累计经营收入 1.5 亿元，同比增长
52.51%，均创历史新高。值得一提的是，“五一”假期
全市各县实现央视央媒文旅宣传报道26次，覆盖率创
历年来最高。

晋剧《望海楼台》荣获山西省第十八届“杏花奖”
新剧目奖，入选第八届中国戏曲文化周“精品大戏”名
单，全省唯一，唱响京城，场场爆满。

在上海、杭州、南京等地举办的文旅推介会，深圳
文博会山西展区，均成为晋中文旅产业在全国重点城
市和地区亮相的舞台。

一份份喜人的捷报背后，是晋中以全新的姿态、
崭新的面貌，在文旅高质量发展之路上努力奋进的铿
锵足音。

古韵悠长里 文旅新风劲
—晋中文旅书写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生动答卷

闫晓媛 郁 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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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如破竹 业态培育有“宽度”

““天画山西天画山西··遇见花火遇见花火””沉浸式烟花秀表演沉浸式烟花秀表演

晋剧晋剧《《望海楼台望海楼台》》表演现场表演现场

造型独特的玻璃器皿造型独特的玻璃器皿

平遥古城全景图平遥古城全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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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在壁画博物馆领略千年丹青风华游客在壁画博物馆领略千年丹青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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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在中国北方国际写生基地写生学生在中国北方国际写生基地写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