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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域旅游喜结硕果全域旅游喜结硕果 中心城区居游相宜中心城区居游相宜
全市唯一！洛龙区入选第二批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

12 月 12日，河南省文
化和旅游厅公布了第二批河南省全

域旅游示范区名单，洛龙区榜上有名，成为
我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单位。

2016年，洛龙区入选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创建单位。5年多来，该区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坚持
城区、景区、社区一体打造，文化、旅游、生态共建共融，举
全区之力发展全域旅游，着力打造青年友好型城区，加快
推动“旅游城市”向“城市旅游”转变，朝着打造“中心城区
全域宜游宜居宜业洛龙样本”目标扎实迈进。

洛龙区位于洛阳城市区南半部，总面积约180平
方公里，常住人口64.3万，是全市的行政、经济、文化
和体育中心。全区文旅资源丰富，共有A级景区8处，
其中4A级景区4处、3A级景区2处、2A级景区2处，
有各类博物馆14座，隋唐洛阳城遗
址、汉魏洛阳故城等193处不可移
动文物遗址星罗棋布，隋唐城遗址
植物园、中国国花园等大型城市公
园点缀其间，9处人工湖、170公里
城市景观水系美景怡人，77项非遗
项目异彩纷呈。

2020年，全区接待游客2000
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超10亿元。该
区先后荣获省文化先进县区、
首批全省文化和旅游消
费示范区创建单位
等称号。

党政统筹、高位部署，塑造全域旅游创建新格局。
该区成立由区委主要领导任组长、区政府主要领导
任第一副组长的全域旅游工作领导小组，定期召开
工作推进会，研究解决困难和问题；注重顶层设计，

“十三五”时期将文化旅游产业确立为全区八大重
点发展产业之一，面向“十四五”，进一步将旅游业
确立为主导产业，并以抓实文化项目、培植文化产
业、发展文化旅游、建强文化阵地、突出文化惠民、
整理文化典籍等“六个文化”为抓手，实施文化兴盛
专项行动；全力压茬推进，一年接着一年干、一件

接着一件办，党政统筹、上下联动，全区统一、
共建共享，分阶段、有重点地落实各项创

建任务，逐步构建起全区大旅游创建工
作新格局。

规划先行、政策保障，完善全域
旅游创建硬举措。该区科学编制《洛
龙区全域旅游发展总体规划》，并将

其融入全区发展总规划；出台《洛龙区
支持文旅产业发展奖励扶持办法》等一

系列政策举措，引领推动全区文旅产业高
质量发展；投入涉旅资金逾10亿元，带动重点

文旅项目社会总投资约235亿元，每年设立5000
万元文旅产业奖励专项资金，投入20多亿元用于
旅游集散中心、全域旅游标识系统、旅游驿站、旅游
厕所、停车场等基础设施建设。全方位的制度支撑
和保障，推动全域旅游发展不断实现新突破。

优化服务、注重特色，提升全域旅游空间品质感。
聚焦游得更“畅”。该区织密连接辖区 6 个高速公
路出入口及洛阳龙门站的交通网络，高标准建设释
源大道，完善白马寺周边配套设施，持续推进背街
小巷提升改造和“断头路”打通工程，不断畅通“大
动脉”与“微循环”。聚焦游得更“美”。该区按照

“300米见绿、500米见园”标准，相继建设48处小游
园、157公里城市乐道，同步配套建设城市驿站、公厕
等便民设施，同时结合城市有机更新，投资3.5亿元
对55个老旧小区进行了“微改造”，统筹建设了各类
配套服务设施，不断优化城市功能，刷新旅游体验。
聚焦游得更“特”。该区围绕“书香洛阳”建设，先后
打造了27座或古韵或时尚的城市书房，结合群众需
求“解锁”更多特色文化服务与活动，融合型的便民
文化空间、时尚化的运营管理模式，深受居民和游客
欢迎。挖掘美好、创造美好、呈现美好，游客向往的
美好旅游体验，这里“一站式配齐”。

丰富供给、全业融合，开创全域旅游发展新
局面。活化历史文化遗产。该区围绕隋唐洛阳城
天街展示工程规划实施“一坊、两街、七巷”等项目，
让新城区留住老记忆。纵深推进文旅融合。该区
加快隋唐里坊数字博物馆、黄河非遗保护展示中
心、牡丹博物馆等文旅地标建设，推进正平坊、履道
坊、世界古都论坛永久会址等项目前期工作。全域
推进“文旅+”。该区深度融合体育、工业、农业、会
展等业态，高标准建设了集健身场地、房车营地、城

市驿站等各类休闲服务设施于一体的伊水游园，打
造了集文化、旅游、创意等元素于一体的阳光电厂
文化双创园，推出了“花漫里坊”“香溢南山”牡丹
园、溢坡电影村等一批农旅综合体，借势洛阳“两节
一会一论坛”培育了“节会经济”“论坛经济”“文创
经济”等一批新业态，全域旅游不断焕发新气象。

规范秩序、广泛动员，营造全域旅游安心好
环境。发展全域旅游，贵在让游客全程放心、安心
和舒心。秉持这样的理念，该区着力强化市场监
管，全面整治不合理低价游、强买强卖、虚假广告宣
传等行为，及时受理投诉举报，解决消费纠纷，查处
违法违规行为，确保游客权益；全力构建安全体系，
持续推进文化旅游风险分级防控和隐患排查双重
预防体系建设；致力倡导志愿服务，组建 8 支共
1000多人的旅游志愿者队伍。洛阳博物馆志愿者
服务队成立9年来累计服务时长超10万小时，先后
获得“牵手历史——中国博物馆十佳志愿者之星”
优秀团队奖、中宣部“四个100”最佳志愿服务项目
等殊荣，隋唐城遗址植物园、中国国花园荣获河南
省文明风景旅游区称号。

改善生态、美化环境，实现全域旅游绿色化
发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全域旅游，必
须绿色打底。洛龙区深入贯彻落实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大力实施生态修
复，坚持城乡一体、综合施治，围绕伊河、洛河堤岸
增绿量、织绿带、添花景，大幅改善沿岸生态；投资
2.1亿元建设了拥有“一渠五湖”水系格局的伊河李
楼湿地，打造了30公里伊河生态廊道和48公里洛
河生态廊道；强力攻坚大气污染治理，2020年全区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到259天，位居洛阳城市区前
列；持续打造美丽乡村，相继投入20多亿元改善农
村人居环境，对伊河、洛河沿岸的12个村庄因地制
宜实施“微改造”，村村有广场、有书房，兼具颜值和
气质，全区56%的村庄、52%的农户被评为“四美乡
村”和“五美庭院”，该做法被央视《焦点访谈》栏目
及《农民日报》《河南日报》等多家媒体报道。

铸造品牌、多元营销，冲击全域旅游首选
目的地。近年来，洛龙区整合全域文旅资源，先后
培育“李学武牡丹瓷”“三彩艺”“一朵牡丹”等品牌
产品 24 类 200 余种，其中“李学武牡丹瓷”被外交
部选为中国外交礼品，“一朵牡丹”被《瞭望》新闻周
刊和央视报道；强化树立平台思维，打造更多文
旅营销平台，建成以非遗、文创产品展示展销和
研学体验为主要业态的洛龙文化双创产业园，开
工建设关林步行街，改造升级龙祥商业街，集合
全区 600 余家文旅领域相关企业，开展“洛龙有
礼·享游洛阳”主题消费季活动，线上开展“洛龙网
红打卡地”榜单评选活动，引进“相声新势力”夜间
演艺项目等，发放消费券、点亮夜间游，全业同参
与、全网齐发力，形成了“从白天到夜间，吃住行游
购娱”全通式体验消费新场景，吸引成千上万游客
竞相“打卡”。

将全域旅游发展与城市
精细治理有机结合。该区在全
区范围内构建了“横向到边、纵向
到底”的文明城市创建网格，聚焦
噪声污染、街面秩序、市容环境等
各类城市治理问题，开发推出便
于群众参与的数字化平台和“文
明之眼”小程序，随时反映、随时
上传，及时交办、快速处置，让城
市管理“一张网”和服务群众“一
张网”在指尖合一，不断以城市
治理的精细化、智慧化，推动城
市旅游的品质化、美好化。

将大数据技术深度嵌入
全域旅游发展过程。该区依托
辖区大数据产业集聚优势，推动
文旅与科技深度融合，建成旅游
大数据中心，“享游洛阳”旅游消
费平台、企业征信服务系统、文
旅盒子等旅游大数据应用产品
相继上线，为游客、企业、政府等
提供全时空、全产业、全要素、全
行程的旅游大数据产品服务，

“智慧旅游”蓬勃兴起。
围绕全域旅游构建起“15

分钟公共服务圈”。全域旅游时
代，得服务者得天下。行走在洛
龙大街小巷，从 48 处小游园、
157公里城市乐道、162座公厕，
到 34 个社区养老服务中心、27
座城市书房、15个城市驿站，一
处处“转角就能遇到”的娱乐休
闲场所、便民服务空间，无不承
载着居民和游客对诗意生活的
美好向往。

古今辉映洛阳城，居游相宜
看洛龙。下一步，洛龙区将以此
为契机，继续深化全域旅游发
展，以“三区融合 共建共享”理
念推进文旅融合，锚定“空间全
域化、产业旅游化、管理协同化、
质量国际化、设施便利化”的全
域旅游发展目标，全域式布局、
全社会参与、全方位建设，奋力
打造“中心城区全域宜游宜居宜
业的洛龙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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