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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旅游品质提升三年攻坚行动方案》提出，全力推动旅游产业提质增效，文化旅游
产业规模达到3500亿元以上，助力打造宜居宜业宜游高品质湾区城市

突出做强海洋旅游特色

面朝广阔大海，背倚巍巍崂山，海洋是青岛旅游的突出优
势。在六大攻坚行动中，有两项聚焦海洋旅游，其中有海洋旅
游新业态、新产品的拓展，也有市民游客最关心的旅游码头资
源整合以及海岛旅游真正意义上的破题开发，是青岛旅游市
场多年来的众盼所归。

从海上航线拓展到海上旅游业态丰富，三年攻坚行动决
心把“海”的文章做好。通过实施旅游航线开拓计划，有序开
通青岛奥帆中心-青岛国际邮轮母港、环胶州湾航线、海岛航
线及订制式航线等海上旅游线路。在此基础上，持续优化线
路布局，推出有效串联海岸、海湾、海岛和沿海主要景点的“一
程多站”式海上旅游线路。青岛还将高标准建设滨海观光廊
道，加快千里海岸观光廊道（青岛段）规划工作，让最美滨海岸
线成为最美风景。

为了丰富海上旅游业态，我市将加快发展帆船、游艇、皮
划艇、潜水、冲浪、动力伞、水上自行车等海上旅游项目，保障
休闲垂钓业安全健康发展，有序引导海上休闲渔业发展。利
用好近期工信部等国家部委发文支持青岛等城市发展邮轮旅
游的政策机遇，实施邮轮（游轮）旅游突破计划，不断丰富始发
港、访问港邮轮线路，推出串联青烟威日邮轮（游轮）旅游线
路。优化潜水经营审批程序，支持引导潜水俱乐部提供相关
旅游服务。加快崂山沿海一线海洋旅游项目开发，打造近海
旅游示范标杆。

攻坚必克难。全市旅游品质提升三年攻坚行动重点部署
了码头资源和海岛资源的整合开发利用。

目前，全市 30 家旅游码头经营权分属 30 家企业，海上旅
游客运小、散、弱和经营不规范、服务品质低等问题突出，历史
上经过多次整顿均收效甚微。“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已开展了
大量调研摸底和梳理分析，将在制定码头站点整合方案时一
并研究，加大力度推动解决。”在发言中，市交通运输局明确，
将借鉴上海、厦门等先进城市经验，今年年底前研究确定整合
方案，并于明年2月底前申请审批二中湾、小麦岛、极地西、仰
口旅游码头建设手续。

海岛是世界范围内的热门旅游目的地，但全市7个可开发
的海岛，目前还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实现旅游开发。三年攻
坚行动明确将加快竹岔岛、灵山岛、小管岛等海岛旅游开发，
打造海岛旅游新样板。按照“一岛一特色”原则，差异化发展
环岛观光、休闲垂钓、海岛民宿、海岛野营、地质科普、气象研
学、海洋生物观赏等休闲度假产品。发展多种陆岛交通连接
方式，完善重点海岛岛内交通网络规划，优化交通设施。持续
完善海岛水、电、气及污水、垃圾处理等市政设施，保障游客来
得了、住得下、玩得好。

加快旅游项目谋划推进

作为著名的滨海度假旅游城市和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青
岛在旅游业发展上独具优势。三年攻坚行动，首先要在旅游
大项目谋划招引上实现突破，推动国家海洋考古博物馆等一
批大项目投入运营，为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推动
旅游资源向旅游产品转化，持续推动旅游业态创新。

大项目链起“吃住行游购娱”，在旅游品质提升、活跃文旅
消费中起到关键作用。目前，在崂山区，地中海俱乐部等总投
资63亿元的9个项目开工建设，钓鱼台·美高梅、沙港湾2个大
项目加快建设，亚特兰蒂斯酒店等7个项目有序推进；在市南
区，绿城丽思卡尔顿等大项目建设也在加紧推进，积蓄产业发
展新动能。

行动要求，市区两级统筹资源、上下联动，因地制宜谋划
推进一批特色鲜明的旅游项目尤其是带动力强的大项目好项
目，建立动态项目库，统筹做好招商和资源要素匹配，大力推
动旅游业招商引资，瞄准世界500强旅游板块企业、中国旅游
集团 20 强和其他行业龙头企业，制定有针对性的招商计划。
通过优化旅游产业政策措施体系，重点支持紧缺业态项目建

设。用足用好国有资本股权投资基金，支持旅游产业发展。
近年来，旅游演艺成为文旅经济发展的重要助推力，通过

将互动体验、专属情境、艺术情调与旅游资源相结合，带给游
客沉浸式旅游体验，在旅游目的地打造中备受青睐。拥有一
台高水准的旅游演艺，能够有效填补青岛旅游业态的空缺，增
强旅游吸引力。

三年行动将旅游演艺业态作为攻坚方向，通过实施旅游演
艺突破计划，围绕历史文化、海洋文化、地域文化等主题，依托

“山、海、城、湾”特色旅游资源，辅以增强现实、虚拟现实、混合现
实、元宇宙等科技手段，计划推出1至2个大型旅游演艺项目。
此外，还计划挖掘利用名人故居、特色里院、非遗等资源，按照

“一院一文化、一院一特色”原则，打造“庭院演艺”不少于 30
处。加快城市音乐厅、音乐公园、音乐特色街区建设，打造城市
音乐角不少于100处，让市民游客与艺术风景不期而遇。

旅游业经济属性强，既要有“大而强”，也要有“小而美”，
进一步提振文旅消费，还必须做好旅游业态创新，延伸旅游消
费链条。

“旅游+”模式将深入拓展。“旅游+工业”，重点挖掘啤酒、
纺织、港口、机车、家电等工业文化内涵，建设全国工业旅游高
地；“旅游+康养”，重点开发以海洋、温泉、中医药为特色的康养
旅游产品；“旅游+农业”，重点实施乡村旅游精品工程；“旅游+
露营”，建设房车营地、帐篷营地20处以上；“旅游+婚拍”，打造

“海誓山盟”婚庆旅游品牌，建设集服装租赁、化妆、拍摄、景点预
订等功能于一体的婚拍旅拍服务驿站10处以上。借力影视旅
游，支持引导剧组到标志性区域拍摄取景形成宣传效应。

围绕延伸旅游消费链条，青岛将加快旅游产业全链条发
展，建设一批高端餐饮店、特色餐饮街、音乐酒吧街，大力发展
海鲜美食街。深化中日韩消费专区建设，支持国际顶级品牌
国内首店落户青岛。实施文化和旅游创意产品开发提升工
程，支持建设高端度假酒店、特色高端民宿，大力培育“夜游、
夜娱、夜秀、夜购、夜读”等夜间业态，创建3至5家省级以上夜
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

提升旅游景区内涵品质

旅游景区是旅游目的地的核心吸引物，旅游景区品质的
提升，是全域旅游品质提升的基础和关键。

青岛将按照 5A 级旅游景区标准打造青岛老城。坚持历

史城区保护更新、世界文化遗产申报、5A级旅游景区争创一体
推进，深挖青岛老城文化内涵，丰富人文景观、健全旅游配套、
优化旅游服务，推动青岛老城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
单、5A级旅游景区创建名单。其中，中山路片区要打造文化旅
游新热点，市南区在发言中明确，明年将为市民游客呈现 5A
级标准的上街里文创旅游园区。

丰富景区内涵。攻坚行动要求，深入挖掘和阐释旅游资
源文化内涵，打造更多体现人文精神的旅游精品。尤其是持
续提升崂山景区文化内涵，高水平建设崂山优秀传统文化传
承发展片区。崂山区提出，加快建设山海特色的世界旅游度
假目的地，加快崂山世界级旅游景区建设，深化“上山下海”战
略，建设山顶环线、山下“最美滨海公路”，丰富“太清—奥帆”
等海上新航线，提速配套设施建设。

提升景区品质。全面改善景区设施，支持景区改造游步
道、索道栈道、观景平台、廊亭椅凳、标识系统、停车场、游客中
心等基础设施。开展景区达标提升行动，实行3A级及以下旅
游景区等级评定动态管理。加快推进奥帆海洋文化旅游区创
建 5A级旅游景区，新创建 4A级旅游景区 5家以上，持续提升
琅琊台、毛公山等旅游景区品质。打造“最美滨海旅游风景
道”“最美海岸线”“最美步行道”“最美海水浴场”，培育一批

“网红打卡点”。
发展智慧景区。建设“一部手机游青岛”平台，综合利用

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推出集预约购票、信息查
询、在线咨询、投诉举报、典型曝光等功能于一体的“吃住行游
购娱”一站式服务平台。鼓励景区开发数字化体验产品，发展
沉浸式互动体验、虚拟展示等新型旅游服务。推动4A级及以
上旅游景区建设网上分时预约系统、视频监控系统。

根据攻坚行动推进计划完成期限，2023年5月，青岛将出台
“最美景区”标准，打造5家“最美景区”。2024年9月，力争实现
奥帆海洋文化旅游区成功创建5A级景区，青岛老城列入中国世
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崂山加快世界自然、文化双遗产创建。

旅游市场秩序直接影响城市形象，三年攻坚行动将重点
实施旅游秩序整治行动，综合治理旅游景区顽疾，集中整治

“黑车”“野导”“野潜”“野飞”等非法经营行为，定期公布服务
质量信誉考核等级评定结果。深入整顿餐饮领域“欺客宰客”
问题，持续净化旅馆业秩序。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旅游秩序整治将坚持疏堵结合、靶向
施治，建立全市景区“一站式”网上订票平台，推出景区“一票

通”产品，常态化开展“黄牛”倒票、拉客整治。组建市场化的
“港、航、票”等经营主体共同参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推动海
上旅游“统一码头、统一航线、统一售票、统一结算、统一运
营”。实现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与110报警服务台高效联
动，及时化解游客投诉、纠纷。

高水平筹办省旅发大会

明年，2023山东省旅游发展大会将在青岛举办，对于青岛
塑造旅游新形象、扩大城市影响力意义重大，青岛旅游品质攻
坚行动也将迎来重要检验。

以全省旅发大会筹备为契机，青岛旅游将在持续彰显特
色优势、开发旅游市场、招引产业项目、培育旅游品牌、推进改
革创新、提升服务品质、规范旅游秩序的基础上，大力推动基
础设施提升，支撑青岛旅游高质量发展。

通过攻坚行动，在机场、车站、邮轮母港等交通枢纽及崂
山、奥帆中心、老城区等区域，统一建设集咨询服务、门票销
售、形象展示、游客集散于一体的青岛市游客服务中心，有效
提升青岛旅游城市形象。完善海滨消费设施，在沿海一线建
设20处以上中小型旅游服务驿站，丰富休憩、餐饮、购物、阅读
等功能，有效提升旅游消费便利化水平。优化旅游交通体系，
加快“快进慢游”体系建设，支持青岛胶东国际机场建设国际
旅游集散中心，支持航空公司开辟国际航线，提升交通枢纽旅
游集散功能，不断丰富旅游专线。完善旅游景区道路标识体
系，加快旅游道路、滨海步行道、骑行道建设。加快景区景点
及周边停车场建设，健全“全市一个停车场”智慧停车管理平
台，提升停车智慧化水平。

作为国际化旅游目的地，青岛还将提升国际旅游服务水
平。建立健全多语种青岛旅游咨询网站，完善游客服务中心
多语种服务、医疗保障、应急救援等便利化功能。扩大海外银
行卡使用和海外版移动支付应用范围，提高外币兑换便利性，
提升旅游国际化水平。加快建设上合示范区商旅文交流中
心，打造“上合之夏”活动品牌。

结合三年攻坚行动，按照点上打造标志性项目、线上规划
好观摩路线、面上全面提升旅游品质的思路，青岛将努力办出
一届高质量、高水平的大会。提高办会实效，积极邀请国内重
点城市，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上合组织成员国家重点
旅游城市、国际组织、国际知名文旅企业等参会，将大会打造
成为交流推广、产业合作的综合性平台。

创新是强者的赛道。旅游业正加速完成从传统行业模式
向现代产业经济的转变，旅游品质在旅游消费中的决定性作
用凸显。通过开展全市旅游品质提升三年攻坚行动，在旅游
市场竞争和产业发展中赢得先机，树立主客共享、居旅相宜、
全域旅游、安全发展理念，推动资源整合，深化文旅融合，丰富
产品业态，持续优化旅游环境，着力构建山海城湾一体、城乡
统筹、陆海联动、资源融通、多元支撑的旅游发展新格局，将为
青岛加快迈向“活力海洋之都、精彩宜人之城”，奋力建设新时
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贡献关键力量。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马晓婷

美丽青岛是游客的“诗和远方”，旅游更是青岛重点发展的七大现代服务业之一。全力推动旅游产
业提质增效，是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突破口。

10月11日上午，全市旅游品质提升三年攻坚动员大会召开，全面部署全市旅游品质提升三年攻坚行动，
推动2023山东省旅游发展大会筹备工作全面提速，提高全市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加快把我市打造成为国
际滨海旅游目的地。

突出海洋特色，发力品质提升，会议通报了《青岛市旅游品质提升三年攻坚行动方案》，青岛旅游绘出新一阶段“走在前、开新局”路线图：
到2023年，全市旅游环境、秩序持续向好，游客满意度稳步提升，游客接待量增长20%以上；
到2024年，海岛旅游实现重大突破，旅游新型业态快速发展，游客人均消费水平达到1800元以上，跻身国内一流水平；
到2025年，国内外吸引力、影响力、竞争力显著提升，文化旅游产业规模达到3500亿元以上，国际滨海旅游目的地基本建成。
以高水平承办2023山东省旅游发展大会为契机，聚焦宜居宜业宜游高品质湾区城市打造，三年攻坚行动将通过实施旅游秩序整治、景区品质提升、

海洋旅游拓展、海岛旅游突破、旅游业态创新、基础设施提升六大攻坚行动19项重点任务，让旅游真正成为助推青岛发展的强大引力场。

图①：青岛石老人海水浴场游人如潮。 王 雷 摄
图②：随着历史城区保护更新的不断推进，青岛老城区正受

到越来越多年轻市民游客的青睐。
图③：俯瞰“网红”小麦岛。 赵健鹏 摄
图④：国庆假期，大学路鱼山路网红角人气十足。于 滈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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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秩序整治行动 景区品质提升行动

海洋旅游拓展行动 海岛旅游突破行动

旅游业态创新行动 基础设施提升行动
六大攻坚行动 ■到2023年，全市旅游环境、秩序持续向好，

游客满意度稳步提升，游客接待量增长20%以上
■到2024年，海岛旅游实现重大突破，旅游新

型业态快速发展，游客人均消费水平达到1800元
以上，跻身国内一流水平

■到2025年，国内外吸引力、影响力、竞争力
显著提升，文化旅游产业规模达到3500亿元以上，
国际滨海旅游目的地基本建成

三年攻坚“路线图”

2025年基本建成国际滨海旅游目的地
三年攻坚
六大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