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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气 常 如 二 三 月 ，

花枝不断四时春。”这句诗

生动地描绘了昆明一年四

季的景象。“好在”是昆明人

对 这 座 城 市 最 朴 实 的 赞

美。“好在”在哪里？说到底

就是有品位的生活，在生活

富足后，人们能获得更理想

的生活方式。

文化是一座城市的气质和

灵 魂 ，是 一 座 城 市 最 美 的 名

片。近年来，昆明先后荣获国家

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全国

十大最具文化影响力城市、国家

文化出口基地等荣誉称号。文化

事业的繁荣发展，为区域性国际

中心城市建设凝聚起强大的精神

力量，提供了丰润的文化滋养。文

化精髓贯穿于城市化进程，城市文

化软实力不断提升，文化产业发展

也带来了经济的增长。

时间回溯到 2017 年，根据文化部、财政部《关于

开展引导城乡居民扩大文化消费试点工作的通知》

要求，昆明上榜第一批第二次国家文化消费试点城

市名单。同年，昆明市下发了《昆明市引导城乡居民

扩大文化消费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并召开昆明市引

导城乡居民扩大文化消费试点启动暨工作推进会，

要求通过引导城乡居民扩大文化消费试点工作，使

全市文化产品和服务更加丰富，文化消费市场体系

更加健全，文化消费环境更加完善，文化消费惠民成

效显著，城乡居民的文化消费能力得到进一步提高。

到了 2019 年，昆明市针对国务院办公厅出台的

《关于进一步激发 居 民 文 化 和 旅 游 消 费 潜 力 的 意

见》，对 扩 大 文 化 消 费 试 点 工 作 进 行 再 细 化 再 部

署。2019 年以来，昆明 4 个县（市）区、开发（度假）

区 搭 建 了 网 络 惠 民 平 台 ，8 个 县（市）区 、开 发（度

假）区进行了消费补贴工作，17 个县（市）区、开发

（度假）区共开展了 916 场文化消费活动。共计投

入资金 3623 万元，拉动群众参与 1277 万人次，带动

居民实际支出 19554万元。

昆明有着“春城”的美誉，是国务院公布的首批历史文化名城之一。2017 年，

昆明又多了一个头衔：国家文化消费试点城市。经过两年多探索和实践，昆明如

何利用自身特点和优势扩大文化消费的覆盖范围？在文旅融合的新趋势下昆明

进行了哪些探索，工作取得了哪些实效？

抢抓机遇 探索文化繁荣新路径

汇集资源 建立文化消费新模式

白天的昆明老街和

南强街巷，院落文化与城

市 商 业 动 静 结合，青色的

瓦、古老的四合院、打磨得

光滑的青石板路，配上精致的

小店、醇香的咖啡、美味的食

物，将街区的特色一一彰显。到

了夜晚，各色的招牌，轻轻的音

乐，淡淡的咖啡香和酒香又将街区

装扮得分外迷人。

随着“夜游老街”、公园 1903 夜间

经济示范街区等越来越多瞄准夜间市

场的消费项目出现，昆明夜间经济正在

释放出它的巨大潜能。8 月 7 日，正值中

国传统的七夕节，入夜的南强街巷摩肩接

踵，人声鼎沸。年轻人身着汉服，穿行在白

墙绿瓦之间“打卡”拍照。

南强街巷市场管理方茴香企业的副总裁

赵碧砚回想起几年前，他带领团队到曼谷夜市

考察，众人面对眼前的灯火辉煌感慨：他们的夜市

可以在世界上小有名气，为什么我们的不可以？

近一年来，主城各区经过一系列探索和实践，打造

出不同的夜间经济特色区域。

五华区以“历史文化和休闲文化”为主题，探索夜

游项目、旅游演艺、夜市街区等模式，打造“昆明老街和

环翠湖休闲文化夜间经济区”，确保南强街夜间经济示

范街区于年内开街，完成大观商业城夜间经济可行性

研究。解决商业核心区停车位不足、设施配套不完善

等问题，完成 101、106 等 4 个停车场新增扩容工程。

盘龙区以“铁路文化”为主题，打造“王旗营百年铁

路文化夜经济区”。围绕火车北站既是滇缅铁路起点

又是滇越铁路终点这一概念，充分利用云南铁路博物

馆详实的史实，依托王旗营铁路文化广场，打造文化与

历史、时尚与现代、异国风情与休闲浪漫融为一体的夜

经济区。

官渡区以“夜色·官渡”为主题，打造官渡古镇夜市

街区。依托官渡古镇千年的文化底蕴，发挥国家 4A 级

旅游景区优势，围绕年轻人创富梦想基地“夜官渡、轻生

活”这一概念，以八角亭为中心，开发东西两个街区，形

成全开放的街区体系与几何化的商户产业链条，打造官

渡古镇独具特色的夜市区。

西山区以“历史文化、民族文化”为主题，打造“金碧

特色夜经济区”。主要以东寺街为主轴线，以金马碧鸡

坊步行街、东西寺塔步行街为两个主极点，打造文化特

色鲜明、商业氛围浓厚、宾客游人流连忘返的夜经济集

聚区。

呈贡区以“年轻时尚”为主题，依托呈贡大学城集聚

功能，打造集餐饮、购物、娱乐为一体的景明南路新天地

商业夜生活区；继续发挥亚洲最大的鲜花交易中心斗南

花市的夜间交易优势，打造夜间花卉经济。

滇 池 旅 游 度 假 区 以“ 购 物 旅 游 ”为 主 题 ，依 托 滇

池大坝、云南民族村等景区，大力开展夜间旅游，并

以展现滇越铁路文化为主题，打造昆明 1903 夜间经

济 示 范 街 区 ，打 造 集 文 化 、旅 游 、商 业 、乐 园 、休 闲 、

娱 乐、时 尚 及 餐 饮 等 为 一 体 的 综 合 性 多 功 能 开 放 式

商业街区。

7 月 15 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

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60%，“夜间经济”成为消

费领域的一个新增长点。在这个夜间经济飞速发展的

时代，昆明曾经有众人皆知的昆都，如今有文艺“点亮”

废旧工厂的创意园区、流光溢彩的昆明老街、人流如织

的南亚风情第壹城、花卉交易火热的斗南夜市等，昆明

的夜间经济在如火如荼地发展。

云南是旅游大省，作为省会城市，昆明加大文化的吸引力

和旅游附加值，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有力途径。

今年 3 月 2 日，以“同心共筑中国梦”为主题的昆明“民族团

结大舞台”在南屏步行街迎来了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专场活动，除

了精彩的歌舞表演，昆明市文化和旅游局还设立了“民族团结大

舞台”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区，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以国家级非遗传

承人为代表，将现场制作和产品展示融为一体，形成展销一体的有

机模式。其中包括独龙毯现场纺织、石板粑粑现场制作、傈僳族笛

哩现场制作、口弦弹唱等种类丰富、特色浓郁的非遗项目。

据统计，今年 1月至 9月，昆明全市接待游客总数为 13142.79万人

次，同比增长 16.53%；旅游总收入 1938.55 亿元，同比增长 18.09%。其

中，接待海外游客 96.91万人次，同比增长 7.3%。

昆明首先在提高消费便捷程度上下功夫，依托“一部手机游云南”管

理平台，打造全市“互联网+旅游”供应链试点示范区。公共区域免费 WiFi

项目共建设完成 367 个重点公共区域，部署 7000 个 AP 热点，建成了覆盖昆

明公共广场、交通枢纽、旅游景区、医院、政务中心、便民服务中心六类重点

区域的无线免费 WiFi网络，覆盖了 8个自驾游营地，为市民和游客提供便捷、

安全、迅速的互联网免费通道，使其更好地畅享“一部手机游云南”。

在全面提升智慧旅游供应链体系中，全面优化昆明“游云南”平台上线资

源，推进城市“一脸通”工程和高速公路沿线智慧化服务、特色化服务的建设

与完善，提升游客服务便捷度和体验感。在“刷脸入住”项目试点建设中，昆

明选定了 6 家有合作意向的酒店作为试点单位，其中，

2 家已实现刷脸入住，全智慧客房正在进行安全测评，

为上线运营做准备。

2019 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昆明市积极组织

优秀文艺精品创作，增强昆明的文化艺术品牌影响

力 ，交 响 乐 作 品《彩 云 之 南》《启 鸣 之 声》、爱 国 主 义

题 材 庭 院 音 乐 话 剧《聂 耳》、庭 院 京 韵 实 验 剧《闻 一

多》《李 公 朴》、庭 院 滇 韵 实 验 剧《钱南园》、儿童剧

《卖火柴的小女孩（现实版）》《金凤子开红花》等文艺

力作在市中心的剧院、步行街、广场上演，获得了广大

游客的好评。

为促进“文化+体育+旅游”融合发展，近年来昆明

市一直在原创和引进世界高规格、高水平的国际体育

赛事。除了上合昆明马拉松、MCC 地中海中国（昆

明）冠军赛、西甲希望杯中国（昆明）赛、世界龙舟锦标

赛等国际顶级赛事选择在昆明市落地举办，昆明市还

打造了专属于自己的 IP：昆明高原国际半程马拉松

赛、昆明网球公开赛、东川泥石流国际汽车越野赛、昆

明环滇池高原自行车邀请赛等，每年都吸引世界各地

的运动员和体育爱好者纷至沓来，拉动了昆明体育旅

游经济的增收和发展。

看部好电影，读本好书，听场音

乐会，欣赏一场艺术展……2019 年 1

月 3 日，昆明市盘龙区文化体育旅游

局向市民发放“2019 盘龙区文化惠民

消费券”，从 1 月到 4 月，共发放 6000

册，价值 3067.2 万元。一套“2019 盘龙

区文化惠民消费券”分为文化及体育旅

游两册，联动昆明市 120 家文体旅优质

商家，涵盖文化、体育、旅游三大板块 12

个大类，包括电影观影、书店购书、艺术演

出、运动健身、景区景点、旅游出行等。

一个月时间内，每周一至周五下午 2

点，市民们每天都能在盘龙 MoreLife公共文

体旅惠民服务平台上定时抢券。此外，在盘

龙 MoreLife 平台上还面向区劳模、残疾人、警

察、医生、高校师生、社区居民、外来务工人员、

水源区城市新移民、环卫工人、园林绿化工作

者、媒体从业者、“悦跑盘龙”参赛者等特定人群

进行线下定点发放，切实体现“服务于民、互联互

动”的文化惠民消费原则。

“2018 盘龙区文化惠民消费券”发放时，走入

了机关、购物中心、基层社区、水源区、公交集团、景

区景点、环卫工作站等场所。通过线上、线下联动

发放的方式，走入了全区乃至全市 6000个家庭，让文

化惠及近 2万名市民，影响覆盖近 10万人。

相比 2018年，“2019盘龙区文化惠民消费券”文化

册增加了“文创园区”及“教育”类目，“文创园区”类目

集结了 871ACE 汽车文化公园、C86 山茶坊等大量辖区

内新兴的、有代表性的文创项目及企业，既引导市民去体

验消费，扩大了文创园区影响力，又让市民享受到优惠，

一举两得；而“教育”类目增加了关于文艺或戏剧方面的

教育培训内容，使得“文化教育一体化。“2019 盘龙区文

化惠民消费券”体育旅游册增加了运动健身等类目，涵

盖健身、攀岩、游泳、射箭、潜水、滑雪机等特色运动，让

体育运动更加丰富、有趣，迎合了市民的多种运动需

求。在旅游方面，体育旅游册在传统景区入园消费的基

础上，增加了花之城·FUN 星球主题乐园、1903 梦幻联

邦乐园等“主题公园”特色类目，充分利用辖区内的特色

旅游资源，打造了一个不一样的文旅惠民包。

此外，昆明市下辖县级市安宁市还通过政府发红包

的方式，让更多市民获得文化福利。今年，安宁市文化

和旅游局利用“遇见安宁 AnNing”微信公众号、“遇见安

宁”抖音号等新兴媒体传播方式，开展了 2019 年第一季

文化惠民券发放活动。安宁市 2019 年第一季文化惠民

消费券由安宁市文化和旅游局联合辖区 43 家文化、旅

游品质企业推出价值 20 万元的文化惠民大礼包。市民

可到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市级公共文化场所免费

领取，也可通过线上服务平台领取电子消费券。

以文惠卡、消费券引导大众文化消费，采取政府财

政补贴与商业结合的惠民、惠企新形式，为文化企业和

消费者搭建了桥梁，培养了一批较为固定的文化消费群

体，带动了一批积极参与、符合产业导向、逐步壮大的文

化产业经营群体，满足了人民群众多样的文化需求，拉

动了辖区文化消费，提高了辖区文化经营单位经营积极

性，吸引了文化投资，促进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和

文化产业融合发展。

官方数据显示，昆明市今年 1 月至 9 月共发放文化

消费补贴 3337004.1 元，其中通过消费券补贴 2752879.1

元，通过其他方式补贴 584125 元，引导企业让利 1238

7220.14元，拉动居民在受补贴企业自付 7109761.48元。

发挥优势 推动文旅融合多样发展

打造亮点 夜间经济拉动消费领域新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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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文图由昆明市文化和旅游局提供）

民族团结大舞台活动现场民族团结大舞台活动现场

夜游昆明老街夜游昆明老街

西甲希望杯中国（昆明）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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