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旅游发展研究主要集中于民族文化旅游、
民俗旅游领域，近期研究主要聚焦于文化旅游与产

业融合[1-3]，文化旅游与区域发展[4-6]，文化旅游与生态

扶贫[7-9]等。基于生态廊道的产业协同发展研究，逐步

成为生态保护下区域产业升级研究的热点，成为长

江上游地方经济发展突围的热点。乌江流域地跨云、
贵、渝、鄂四省的 46 县市，既是喀斯特地质集中、石
漠化严重的欠发达生态脆弱区，也是长江上游生态

屏障的核心支撑区域。乌江沿途自然风光旖旎，民俗

风情浓郁，人文历史厚重，区域生态使命使其无法通

过大规模工业化迅速发展区域经济，实现产业生态

化升级与地方经济快速发展迫在眉睫。
2016 年，国家发改委颁发的《全国生态旅游发

展规划》首次提出“国家风景道”的概念。同年，国务

院《“十三五”旅游业发展规划》提出要建设 25 个国

家风景道，并正式将乌江风景道（武隆、彭水、酉阳—
遵义、贵阳、铜仁）列入重点建设的国家风景道。2018
年渝黔政府合作框架协议提出共同建设乌江流域国

家级旅游风景廊道 （重庆—涪陵—沿河—德江—思

南—铜仁/贵阳）。乌江风情廊道主体在重庆东南地

区、贵州铜仁地区，经济发展整体明显落后于周边毗

邻地区。经济要发展，生态要保护，文化旅游产业是

推动区域经济生态化发展的比较优势产业，产业集

群化发展可提升整体竞争实力。如何提升乌江风情

廊道文化旅游产业的集群化发展程度，值得深入研

究和探讨。

一、乌江生态廊道直面的问题

乌江发源于贵州威宁，是长江上游南岸唯一一

级支流，流域横跨黔、渝、鄂、滇四省市 8.79 万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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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土地，涵盖武陵山区、乌蒙山区、滇桂黔石漠化

区三个国家连片贫困区，区域内岩溶地貌典型、石漠

化严重、生态环境脆弱、地质地貌奇特、森林植被丰

富、峡谷奇观众多、民族风情多彩、生态廊道独具特

色，但生态保护与社会发展压力巨大，问题突出。
首先，乌江水系健康状况不容乐观。乌江水流直

接注入三峡水库，乌江水系水质直接影响到三峡水

库水质，影响到长江中下游和南水北调数亿人口的

饮用水安全。近年来，国家和渝黔政府在乌江水系治

理中投入巨资，在贵州拆除乌江干流、支流及沿线水

域 90%以上网箱养鱼，建设沿岸乡镇污水处理厂，集

中处理生活生产垃圾，关停搬迁污染企业，开展畜禽

养殖禁养区划分，使乌江水质得到明显改善。截至

2017 年 12 月，乌江贵州段 31 个监测断面中 27 个达

到良好，Ⅰ-Ⅲ类水质达到85%，乌江水系水质保持

清澈状态，乌江水系总磷浓度由 2015 年 1 月至 10
月 的 0.13mg/L， 下 降 到 2017 年 1 月 至 10 月 的

0.083mg/L，总磷浓度呈现下降趋势，水体富养化矿

物明显降低，水质得到显著改善，洋水河等支流变成

了“清水河”。虽然政府大力整治，但部分地区仍存在

Ⅳ类及以上水质，乌江水系健康状况仍不容乐观。
其次，乌江沿岸经济发展失衡。乌江流域渝东南

武陵山地区和贵州铜仁地区属于典型欠发达区域，

工业企业密集度偏低，工业化水平不高，但地方经济

发展压力对承接东部产能转移仍然很热情，希望通

过发展工业推动地方社会经济发展，部分市区县在

招商方面环境门槛依然偏低，乌江沿岸重度污染工

业企业和中小企业关停转移压力巨大。乌江沿岸部

分地区仍存在土地资源不合理的开发利用，导致湿

地水域面积缩小，石漠化趋势进一步加重，山体植

被水源涵养能力降低。生活水体污染、小企业粗放

式排放导致乌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受

到严重威胁，乌江环境承载力逼近上限。但各市区

县经济发展目标各异，生态建设协同不充分，产业

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各自为政，加剧了流域内各地区

发展的不平衡。
再次，乌江保护联动抓手不足。近年来，重庆、贵

州两省市不断强化乌江环境保护，不断深化经济产

业合作，各级地方政府间交流日益密切。在乌江生态

保护方面，两省市均在习近平总书记“共抓大保护，

不搞大开发”思想指导下展开大量细致的工作，但基

于生态保护体制机制的联动合作相对不足，缺少跨

区域、常态化、工作化和考核化的生态保护体制机制

与平台途径，省市间生态保护工作互动顺畅度不够、
联动性不强。因而，应当建立渝黔地区乌江经济带绿

色生态廊道联动机制平台，强化跨区域政府工作联

动考核机制，找准文化旅游产业联动抓手，为乌江生

态廊道建设保护提供制度保障和产业经济保障。

二、乌江风情廊道资源禀赋

与产业生态化发展定位

乌江风情廊道是乌江流域旅游资源聚集区，具

有资源禀赋品级高、质量优、分布广、密度大等特点，

具有良好的利用开发条件，有利于文化旅游产业集

群化发展。
首先，乌江风情廊道资源禀赋优异。乌江风情廊

道是乌江生态廊道的基础，在“国家风景道”政策的

支持下，渝黔政府间以旅游产业联动为抓手，构建乌

江流域生态保护和产业发展联动的平台。乌江风情

廊道旅游资源富集，人文底蕴十分深厚，地域文化特

色极其鲜明，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众多。乌江

流域是国内世界自然文化遗产比较富集的地区，拥

有世界自然遗产 4 处（武隆仙女山喀斯特地貌、施秉

云台山喀斯特地貌、赤水丹霞地貌、贵州梵净山），世

界文化遗产 1 处（遵义播州海龙囤遗址）。国字号品

牌资源众多，乌江流域有 18 处国家文物保护单位、4
处国家自然保护区、9 处国家级名胜风景区、13 处国

家森林公园。除以上世界级、国家级等高等级的旅游

资源禀赋外，大量的历史遗址遗存、众多的古镇、历
史文化名村，都可视为可开发的文化旅游资源。乌江

流域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主要包括民间文

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传统戏剧、传统手工技艺、
传统医药、民俗等 7 大类。“非遗”产品开发方面，利

用乌江号子、土家哭嫁歌等“非遗”项目打造的“印象

武隆”，利用苗族一系列民俗歌舞、传说故事等打造

的蚩尤九黎城的“苗祖·蚩尤”等，成为“非遗”资源开

发典型的代表。此外，土家族、苗族、仡佬族、侗族等

少数民族在服饰、节庆、医药、建筑等方面也各有特

色。以铜仁梵净山、彭水摩围山为代表的佛教文化影

响巨大。还有以黔东、湘鄂渝黔边区革命根据地遗

址，长征遗址，解放大军挺进大西南遗址等为代表的

丰富的红色文化。乌江航运的码头文化、黔中郡的流

放文化等也各具魅力，这些都可作为文化旅游产业

开发的特色资源。

黄大勇，谢正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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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产业生态化发展定位。长江流域生态环境

已经成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受到

国家和社会的高度关注。长江水资源安全直接影响

到流域社会生产、经济发展、人类生存环境等。[10]乌

江流域地处长江上游，系长江的重要支流，近年来乌

江流域社会经济发展迅猛，流域内工业、农业、水产

等行业迅速发展，对乌江水质造成很大影响。[11]乌江

系长江上游的主要支流之一，直接从涪陵汇入长江，

如果乌江水受到污染，直接进入三峡库区，将影响华

东、华中、华北数亿人口的用水安全，严重威胁国家

水资源战略安全和生产生活安全。乌江沿岸环境承

载力弱，不适宜大规模发展工业、农业，乌江沿岸经

济发展要严守生态红线。乌江风情廊道应走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之路，以满足当地、周边及外来游客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为己任，依托乌江风情廊道

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业，从根本上改变乌江沿岸以工

业和农业为主导的产业发展格局，形成以旅游为主

导产业和主要资源配置方式的发展。
再次，文化旅游产业成为主导产业。近年来，乌

江流域各区县充分认识到依托本土特色山水人文资

源发展文化旅游业的重要性，因受区位、交通、人才、
资金等发展条件制约，乌江流域文化旅游发展状况

明显落后于周边毗邻地区。依托乌江风情廊道发展

文化旅游产业，不仅可为沿岸地区贫困居民参与产

业活动提供更多机会，加快推进沿岸地区城镇化和

现代化，而且有利于改善城乡基础设施和人居环境，

助力区域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目前，多地区政府以

文化旅游作为地区社会资源配置的主导产业，涪陵

提出建设“神奇巴国故都、魅力休闲涪陵”，武隆提出

建设“国际知名旅游胜地”，酉阳提出“生态强县、绿
色富民”，铜仁提出“梵天净土、桃源铜仁”，沿河提出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思南提出“加快构筑全域旅

游发展格局”，乌江风情廊道沿途文化旅游产业发展

已经迎来春天。

三、乌江风情廊道文化旅游产业集群化发展态势

乌江风情廊道文化旅游产业集群化发展已初具

规模，区域内形成多核联动的发展态势，但受投资强

度、开发力度、社会经济水平和跨区域合作等因素影

响，存在的问题也比较显著。
首先，文化旅游产业集群化发展趋势明显。产业

集群化发展是当今各国产业组织的先进方式，旅游

廊道集聚各种旅游产业要素，实现了旅游集散与旅

游休闲活动的高效衔接。[12]乌江风情画廊文化旅游

产业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市场自发孕育、政府有效引

导以及二者共同作用，产业集群化发展趋势明显。这

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产品关联度增高。以铜仁

梵净山、武隆仙女山、酉阳桃花源等高品质景点为核

心，整合了一大批旅游景点及旅游线路的发展，带动

吃、住、行、游、购、娱等业态产品，既竞争又协作，百

花齐放，共荣共生。二是市场规模日趋壮大。乌江流

域区县旅游发展迅猛，旅游收入增速明显，黔江区旅

游接待人次和旅游总收入增幅巨大，分别达到 76%
和 86.5%，遥居增幅榜第一；铜仁市则分别达到

45.1%和 49.1%，位居增幅榜第二，总体来看，各区县

旅游发展势头迅猛。三是立体交通日趋完善。以重庆

枢纽机场为中心，贵阳、毕节、铜仁、遵义、黔江、武隆

（在建）等机场基本满足旅游需求。渝湘铁路贯通乌

江风情廊道，渝湘铁路复线正在施工，拟规划建设渝

湘高铁、涪陵至柳州铁路、昭通至黔江铁路。公路交

通实现了县县通高速，尤其是南川—道真、酉阳—沿

河、秀山—松桃等跨省市高速公路建成通车，武隆—
道真高速公路前期工作正加快推进，国道、省道、县
乡道路交通系统正在优化与完善。乌江航运虽因沿

途电站阻断，但重庆乌江画廊、贵州乌江画廊游船旅

游基本不受影响。四是政策环境日趋优化。由于渝黔

两地政府的高度重视，2018 年双方签订合作框架协

议，确定将在 10 个方面展开合作，明确了共建、协同

的任务，提出要打造乌江等一批跨省市旅游精品线

路，建设乌江流域国家级旅游风景廊道 （重庆—涪

陵—沿河—德江—思南—铜仁/贵阳），推进两地无

障碍旅游建设和促进两地旅游一体化发展。

其次，文化旅游产业集群化发展短板明显。近年

来，虽然乌江流域在推进文旅融合发展方面成效显

表 1 乌江风情廊道沿线主要城市 2017 年旅游收入统计

城市
旅游接待人次

（万次）
增长（%）

旅游总收入

（亿元）
增长（%）

铜仁市 6465.77 45.1 517.93 49.1%

涪陵区 1549.16 29.0% 98.06 36.0%

武隆区 2802 14.4％ 87.27 14.4％

黔江区 1459.8 76.0% 62.9 86.5%

酉阳县 1206 19.5% 55.11 19.8%

备注：根据各城市 2017 年国民经济统计公报数据整理

乌江风情廊道文化旅游产业集群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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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但仍有不少短板。其一，产品化文游旅融合程度

不高，仍然以观光产品为主，文化旅游融合的程度肤

浅、品位不高、数量不多，尤其是一些新开发打造的

古镇、名村，普遍缺乏民族文化内涵，体现不出本土

特色。乌江流域对非遗展演的开发项目偏少。此外，

本土特色的文创产品极少，绝大多数旅游小商品都

是义乌制造，毫无特色可言。其二，产业链条不完整。
乌江流域文化资源挖掘深度和综合利用不够，资源

分散，没有形成线路，导致文旅融合的产业链条短，

资源所有者、产品开发商、产品销售商、旅行社、餐

饮、交通等上下游产业条块分割严重，没有形成有机

完善的发展链条，难以满足游客多元化的消费需求。
其三，品牌形象不响亮。以乌江打头的旅游品牌不

多，精品线路、精华景点少。尤其是没有打好民族文

化资源牌，乌江风情廊道的文化旅游品牌在国内没

有多大的影响力，被铜仁梵净山、武隆天坑地缝的品

牌影响力遮蔽。其四，体制机制不健全。乌江风情廊

道主体部分地跨重庆、贵州地区，两地虽然签订了合

作框架协议，提出共同建设乌江流域国家级旅游风

景廊道，但一些具体条款的落实落地、项目的联合开

发、旅游地线路的整合、品牌形象的塑造，甚至市场

监管的法规条文，都没有形成明确的制度规范。
再次，旅游产业集群化发展整体规划和联合拓

展不足。这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1.以水体为轴线的乌江风情廊道规划缺失。乌

江风情廊道需要跨省域统一规划，以实现生态廊道

保护和旅游产业提档升级的目的。首先。建立大尺度

绿色廊道，对于景观连通性、生物多样性保持和恢复

意义重大。[13]通过乌江风情廊道统一规划、整体控

制、整体布局、区域协作的方式，在跨省域的层面促

进乌江生态保护整体协调，在保护乌江生态廊道的

基础上，实现旅游产业跨省域协同发展。其次，乌江

以青山绿水为底色，结合少数民族风情打造旅游廊

道，使乌江优质旅游资源成为旅游开发基础的线性

景观带。再次，以乌江画廊、百里乌江画廊为基点，以

“4+1”（4 个世界自然遗产+1 个世界文化遗产） 为核

心，树立乌江风情廊道旅游形象，提升大乌江旅游产

品的世界吸引力。基于生态保护的乌江风情廊道规

划需要尽早启动，从顶层设计层面综合统筹，合理优

化配置资源及使用方式，提升乌江风情廊道的综合

竞争力。
2.应以优质生态产品提升乌江品牌魅力。党的

十九大提出“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

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国家级生态功能区

肩负着保护生态环境，提供优质生态产品，满足人们

对优美环境需求的重任。乌江流域涵盖“三峡库区水

源涵养重要区”“西南喀斯特地区土壤保养重要区”
和“武陵山山地多样性保护重要区”等多个全国生态

功能区，是我国生态功能集中区域。因而，为全国人

民提供优质生态产品是乌江流域的重要使命。这要

求提供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山地休闲旅游产品

的开发，打造西南地区生态产品集中区，打造国家生

态休闲旅游高地，满足大众旅游对森林休闲、山地康

养、水上娱乐等多方面的生活娱乐需求。但在乌江生

态产品市场的推广拓展方面，单独企业、单个政府拓

展市场方态度积极，企业协同化、集群化拓展市场乏

力，区县联合推广不足，单打独斗的情况不利于乌江

生态品牌的提升，不利于在全国人民心中留下深刻

的优质生态产品形象记忆。
3.通过整合产业链提升乌江休闲旅游品质。旅

游是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产业。[14]在生态功能集中

区发展旅游产业，有利于生态环境与产业协同发展。
但由于乌江流域多数为欠发达区域，自我投资力度

较低，产品以观光为主，深度体验和高品质度假产品

相对缺乏，需要引进东南沿海等资本集中区的旅游

投资，利用东部沿海的资金、管理、服务标准等提升

区域餐饮接待、住宿交通、产品服务等硬软件设施。
只有形成大格局的产业对接和产业链条合作，才能

提升乌江休闲旅游的品质，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对

美好环境、美好生活的需求，满足新时代人们对商、
养、学、闲、情、奇等方面的休闲度假需求，提升乌江

整体服务质量和服务品质，延伸旅游产业链条，提升

乌江风情廊道优质生态产品的综合价值。

四、全域旅游理念助推

文化旅游产业集群跨越式发展

在生态保护和社会经济发展双重压力下，乌江

风情廊道产业转型升级需以旅游产业为主导，以旅

游主导资源配置方式，实现区域产业的生态化升级

和集群式发展，实现在全国生态功能区优质生态产

品与文化旅游产品的并行发展。
第一，丰富乌江山水人文旅游产品。文化旅游产

业集群跨越式发展，需要丰富的文化旅游产品作为

支撑。乌江风情廊道自然风光旖旎，旅游资源荟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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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文化浓郁，可围绕山水人文开发系列特色鲜明

的文化旅游新产品。首先，做好水文章。这要求凭借

乌江画廊—乌江百里画廊—乌江源百里画廊等打造

河流峡谷风光、湖面水岸休闲旅游、水上娱乐产品。
其次，打好山地牌。这要求依托喀斯特地形地貌打造

喀斯特、丹霞世界遗产旅游，依托武陵山、仙女山、桃
花源、梵净山等森林公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打造森

林康养、休闲度假、生态研学等旅游。第三，讲好历史

人文故事。这要求依托遗产遗迹文化资源打造研学

文化体验旅游，打造古城文化、墓穴题刻、红色文化、
军事遗址遗迹等深度体验研学旅游。第四，专题旅游

开发。这要求依托民族风情、古镇名村、田园风光、宗
教圣地打造乡村休闲旅游、民俗体验游、观光研学

游、宗教体验游等。
第二，拓展乌江文化旅游产业链。延伸文化旅游

产业链，需要在旅游者进行文化旅游产品消费的过

程中，从文化旅游消费着眼，探求由消费交易行为而

引发的文化旅游产品链，以及由产品供应、组织、生
产或服务商和关联供应商提供产品与服务的过程。
文化旅游产业链条是构筑产业集群的重要因素，乌

江风情廊道推进民族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做到开

发旅游与弘扬和保护民族文化相得益彰，必须全面

利用好地方优势，使文化旅游产业由松散型向集约

型转变，让原居民、旅游企业、旅游中间商、旅游产品

供应商等共同参与、协同运行、密切配合。同时，形成

文化旅游产品高中低端搭配，城、镇、村现代与古朴

交相辉映，景区内外都要凸显山水人文自然和谐；把

民族文化融入游客的吃、住、行、游、购、娱的全过程，

满足不同层次游客的多元化旅游消费需求，建立产

业链，形成产业网。
第三，打造乌江生态民俗旅游廊道。形成全域旅

游发展战略是资源优化的需要。[15]乌江风情廊道是

乌江流域旅游资源最集中、最精华的部分，要实现它

的文化旅游产业集群跨越式发展，打造以旅游为主

导的区域资源配置方式是关键。一是要深入挖掘乌

江流域文化资源内涵。这要求以历史、民俗、艺术等

文化创新与传承为基础，发展旅游节庆、旅游会展、
旅游演艺、动漫影视等品牌文化旅游新业态；积极推

动旅游项目的文化创新；让游客在旅游过程中充分

体验到民俗风情、历史人文、土司文化、小镇特色等。
二是要推动乌江风情廊道生态化发展。这要求渝黔

两地旅游管理部门牵头，尽快联合完成乌江流域全

域旅游总体规划的详细制定，明确生态化发展的方

向和策略；联合打造一批特色旅游精品线路、特色景

点景区；联合策划举办国际国内产生重大影响的品

牌活动，如举办以乌江冠名的国际大型体育、休闲、
竞技等旅游活动。三是要建设乌江国家生态公园。这

要求按照国家公园管理体制，实行跨区域管理，确保

乌江沿岸生态平衡。
第四，认真落实渝黔协作框架协议。渝黔协作框

架协议提出要共同建设乌江流域国家级旅游风景廊

道。全面落实渝黔协作框架协议框架内容，将全面带

动该区域文化旅游产业集群化发展。首先，建立协同

工作机制，定时定期协调沟通，如联合举办乌江流域

全域旅游高峰论坛，组建乌江流域文化旅游发展产

业联盟、乌江流域旅游协会、乌江流域旅游发展研究

院。其次，探索生态补偿，注重政府引导、企业为主、
社会参与的多边协作，注重居民参与。这要求统一市

场资源配给，统一服务标准，统一宣传推介，统一旅

游标示，提升乌江风景廊道旅游品牌竞争力；协同布

局旅游产品，协调推进区域资源规划开发，建立协同

发展项目库。再次，注重跨区域协同，实现乌江流域

铜仁、酉阳、黔江、武隆、彭水等主要城市政府及企业

的合作。特别是要联合开展一系列民族节庆活动。要

加大保护和引导，把现代文化融入到苗族、土家族、
仡佬族等民族节庆活动中，让民族节日既有现代成

分，又不失民族传统。最后，尽快制定与完善助力文

旅融合的法律法规，明确细化奖惩措施，为文化旅游

产业集群化发展助力。
最后，完善乌江风情廊道旅游服务体系。文化旅

游产业集群的发展，离不开完善的旅游服务体系。乌

江风情廊道建设因区位、交通、人才等发展条件制

约，在构建旅游服务体系时应该关注短板。一是完善

旅游末端交通。这要求丰富高速公路网络，共建毗邻

区县一小时通勤圈；推进乌江沿线干线、边界区域次

级通道建设；推动跨界公路对接，打通断头路，优化

乡镇公路；协同推进机场航线、航空旅游市场发展合

作；构建综合交通接驳体系建设，实现无缝换乘。二

是加快乡村振兴建设。这要求改善社区、乡村居住条

件和环境；推进厕所革命，建设生态厕所；加大乡村

民宿、休闲农庄的建设，提高乡村旅游接待能力。三

是提升居民参与旅游服务的能力。这要求通过职业

培训，提升居民参与旅游服务的能力，增强居民参与

旅游关联产业的发展机会，进而提升居民参与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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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程度、意愿和收益。四是充分利用“互联网+”的
机遇。这要求实现乌江风情廊道通讯网络信号的全

覆盖，为游客使用网络和手机等新媒体资源提供便

捷的信息服务平台，打造“网红直播+旅游”等对游客

实施个性化和快捷化宣传的文旅融合新产品。此外，

应急救护、安全保障、旅游标示、市场监管等服务体

系建设等也应完善。
总之，乌江风情廊道跨省域文化旅游建设，是渝

黔政府在欠发达民族地区，以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

为双重目标的区域发展探索，推动以旅游为主导的

资源配置方式在资源富集、生态脆弱区积极尝试。乌

江流域涵盖的全国生态功能区众多，旅游资源禀赋

优异，需积极升级文化旅游产业集群聚集方式，拓展

旅游文化产业上下游协作链条，努力提升区域产品

品质和服务质量，强化交通、品牌、市场拓展协同作

战能力，争取跻身于全国生态民族旅游强区，为全国

人民提供更多优质生态度假产品、民族风情体验产

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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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Cluster in Cultural Tourism
of the Wujiang-style Corridor
HUANG Da-yong, XIE Zheng-fa

(Yangtze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8100, China)
Abstract: Wujiang River basin is marked with prominent karst landform, serious rocky desertification, and concentrat-

ed poverty. It is the core ecological area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and is also the core area of the e-
co-shield construction project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The regional pressure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s enormous, so the only way is to promote the ecological development of industries along the
Yangtze River. The remarkable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al tourism industry in the Wujiang-style corridor will give full
play to the competitive edges of its resource endowments. While cultural tourism industry has gradually become the eco-
logical and pillar industry for the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trend of cluster development is obvious, there
have always been many drawbacks in the cluster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tourism industry in recent years. From the per-
spective of industrial cluster,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that we should follow the idea of “holistic tourism”, promote the de-
velopment of industrial cluster in cultural tourism of the Wujiang-style corridor, and boost high-quality reg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cultural tourism industry; ecological corridor; the Wujiang-style corrid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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