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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中国文旅产业新阶段,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的创新发展既能提升区域发展的协调性,又
能塑造独特的冬奥文旅品牌,同时对于营造全民参与的体育文旅环境和提升公众体育素质具有显著促

进作用。 然而该区域的发展面临诸多挑战,包括缺乏区域间协同规划、创新性体育文旅产品不足,以及

产业融合的缺失。 面对这些挑战,建议采取综合措施以促进发展:优化资源开发、区域协同和可持续发

展策略,为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提供坚实基础;调整产业结构,为创新发展打下基石,同时融入绿色发

展理念,促进绿色经济发展;创新构建多元化的奥运经济体育文化旅游产品,同时提升服务水平,加强

宣传,以塑造独特的体育文旅品牌;加强专业人才培养,为区域旅游高质量协同发展提供人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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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 月 20 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了北

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筹办工作汇报会,会上

明确指出“要加快建设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的重要

发展目标,这也为之后的京张地区依托奥运经济高

质量发展体育文化旅游切实指明了奋斗方向。 京张

地区不仅拥有高品质的奥运场馆、滑雪场地,还有世

界一流的优质文化旅游资源。 因此,创新发展京张

体育文化旅游带对促进奥运经济、实现京津冀区域

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来看,当地已经在产

业、交通、环境、公共服务、文化、旅游等多个领域实

现了协调合作,并且在城镇化建设、产业转型、生态

保护、乡村振兴等领域形成了显著的发展成果。 当

地要最大限度地发挥平台作用,减少资源闲置和资

源浪费,以冬奥会遗产视角重新规划京张体育文化

旅游带发展蓝图。 尤其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带动

下,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也应构建科学推进、理
论指引、技术赋能、人才助力等有效发展路径。

一、发展后奥运经济促进京张体育文化旅游

的现实意义

(一)有助于形成全民健身、全民参与的体育文旅

氛围

　 　 《“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要进一

步完善“北京冬奥会遗产”开发工作,构建全民健身

的公共服务体系,促进全民参与冰雪运动。 因此,创
新发展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有助于实现北京冬奥会

赛后可持续发展,更好地利用冬奥会名片打造全民

健身的公共服务体系,形成体育文化旅游发展示范

区,进一步带动全民健身、全民参与,更好地促进实

现健康中国、体育强国的战略目标。
在后奥运经济发展过程中,北京国家游泳中心、

五棵松体育中心、首都体育馆能够为更多的人提供

冬夏运动服务。 国家雪车雪橇中心为大众提供了更

加丰富的体育赛段设计,并为大众健身的可持续发

展制定了长远规划[1] 。 例如,构建了专业测试和健

身运动双驱动目标。 一方面满足了广大群众对于体

育、文化、旅游参与的现实需要,另一方面也有助于

打造全民健身建设示范区,形成更加浓厚的体育文

旅氛围,进而提高广大人民对于健康美好生活的向

往,促使更多的人参与冬奥会冰雪运动,也可以使人

们更好地在冰雪运动中体验运动乐趣,真正实现大

众健身的发展目标。

(二)有助于形成更具影响力的国际体育文旅品牌

　 　 创新发展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是实现当地文化

旅游资源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构建更具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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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力的国际体育文旅品牌的重要抓手。 以此推动当

地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有助于发挥北京冬奥会长尾

效应,利用冬奥会这一世界知名名片,将奥林匹克运

动作为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产业优化、环境优化、绿
色发展、协同发展的支撑点。 在冬奥会举办期间,基
础设施改造升级、京张铁路建成、冰雪文化民宿改

造、冬奥村建设,为形成更具影响力的体育文旅精品

服务提供了发展动力。 在之后发展的过程中,北京

冬奥会场馆不仅能承接更加高端的国际冰雪赛事,
也能为国家队提供更高质量的训练场所,有助于更

好地发展冬奥会赛事旅游、体验式体育旅游项目、商
业赛事、冬奥会文化展览,从而为形成国际体育文旅

品牌注入发展活力。 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创新发展

还能够借助冬奥会的热度,将当地休闲、健身、旅游

发展的各项资源融为一体,促进品牌发展,为国内外

体育爱好者提供冰雪文化旅游精品、民族文化体验

品牌、体育赛事品牌、京张体育研学品牌,真正让京

张体育文化旅游资源“动起来,活起来”,带动旅游消

费“火起来”。

(三)有助于促进京张区域经济协同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深入实践区域协调发展

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

战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

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2] 。 北京冬奥

会是我国首次跨区举办的冬奥会,同时也为当地留

下了更加丰富、集约、宝贵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遗

产。 这有助于更好地落实区域行动发展战略,为京

津冀发展一体化注入新内涵、提供新动能。 因此,发
展后奥运经济促进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创新发展有

助于实现多个层面的区域协同。 旅游带的构建也可

以更好地连接京张两地高铁沿线,进而利用京张高

铁、京礼高速、京新高速和京藏高速,将从北京到张

家口的沿线区域连接成串,使张家口地区更好地融

入“都市一小时生活圈”,助力沿线地区优化基础建

设、城市管理、保障服务,发挥北京冬奥会的辐射效

应,促进区域经济协同发展[3] 。 尤其在北京冬奥会

期间,京张两地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进一步提升,这
些宝贵遗产也能为京张沿线区域的经济协同提供教

育、医疗、社会保障、公共安全等优质服务内容,进而

更好地提高人民群众公共服务质量,使其享受平等

待遇,促使更多的人参与到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中。

二、发展后奥运经济促进京张体育文化旅游

带创新发展的现实困境

(一)缺少相关区域间文旅协同发展的系统性规划

　 　 尽管从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创新发展的现实基

础来看,当地拥有非常丰富、有价值的资源,但当地

尚未形成整体空间发展的战略布局,造成体育、文
化、旅游等资源分布较为分散,无法连接成片,只是

呈线性分布,无法形成一个整体。 在相关制度建设

方面,京张区域各部门的协同性和联动性水平较差,
尚未构建有效的区域发展统筹协调机制,也并未形

成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发展、后奥运经济发展,以及绿

色生态可持续发展的法律法规制度内容。
目前来看,京津冀地区的政府有关部门尚未制

定体育文化旅游发展的系统性规划,尤其在体育文

化旅游项目选择、产业链构建和资源整体调配方面,
缺少区域间的总体协调,体育、文化、旅游三者协同

合作缺少实质性的推动力[4] ,尤其在形成体育文化

旅游市场时,政府之间缺少合作培育的协作机制,造
成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创新发展动力产生不足、系
统规划较为欠缺、体制机制不完备等问题。 尽管在

2022 年国家发改委、国家体育总局、中华人民共和国

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印发了《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

设规划》 [5] ,但从京张体育文旅协同发展来看,当地

仍然处在发展的初创期,各地区对其文旅发展的功

能定位、产业结构、重点任务不够明确,无法在之后

的发展中,以后奥运经济发展为指令进行全局谋划

和顶层设计。

(二)体育文化旅游产品缺乏竞争力

　 　 由于张家口产业发展的层次较低,在京张体育

文化旅游带创新发展过程中,区域间的产业融合广

度和深度也存在严重不足。 尤其在后奥运经济文化

旅游产品开发过程中,当地缺少高质量服务和文化

旅游精品项目,如在冰雪旅游服务方面,许多区域的

服务能力仍然处在中低端水平,尚未形成带状产业

集群。
从整体来看,张家口地区产业研发能力不强,产

业链存在短板,数字经济发展基础较差,奥运经济、
体育文化旅游产品在宣传推广过程中存在产品定位

偏差、市场推广力度不足、营销策略滞后、示范效应

不明显等问题。 许多区域在旅游发展过程中存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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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缺内涵、重硬件缺软件等问题,许多地区的体育

文化旅游项目产品缺少创新性,产品同质化现象严

重,无法充分发挥各区在后奥运经济发展中的独特

性优势,也无法实现对全民健身服务的多模态多功

能改造。 在我国体育文化旅游发展的新阶段,广大

游客受众的出行需求更加个性化、多元化,单一性

的体育文化旅游产品服务已无法满足新时代受众

的消费需求。 如果体育文旅产品融合流于形式,那
么就无法实现资源配置、项目选择、产业链建设的

整体优势,也无法为游客提供更具创新性的旅游

项目。

(三)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产业融合的深度不够

　 　 在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创新发展过程中,体育

文旅服务供应的涉及面较广、产业链较长,实现多产

业链协同发展和融合创新已经逐渐成为未来京张体

育文化旅游业创新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但是目前来

看,当地在产业融合方面存在明显欠缺,体育、文化、
健康、教育、休闲等多个产业之间缺少价值链融合,
各要素之间缺少区域间的有效配置。 一般来说,体
育旅游作为旅游业分支,本身就是体育和旅游交叉

融合诞生的新产物,因此,在发展方面有其自身的专

业性和特殊性。
目前,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仍然处在发展的起

步阶段,市场规模小,存在许多尚未开发的产业融合

空间。 在产业链的上下游,交通、餐饮、住宿、文化、
旅游、体育等各领域资源分布较为分散,无法形成产

业链发展的融合。 另外,科技赋能体育文化旅游带

建设发展的效果也不够理想。 由于当地许多地区在

冰雪装备制造、核心技术引入方面存在短板,因此无

法实现技术研发与体育旅游发展产业的融通创新,
也无法将科技发展的成果更好地转化为旅游产业建

设。 此外,沿线区域还缺少对生态环境区域要素的

协同治理,因此尚未形成点、线、面、体相连接的生态

环境网格化立体监测网络,也无法充分将水文、大
气、土壤、生态等自然要素纳入体育文化旅游带创新

发展格局当中。

三、后奥运经济促进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创

新发展的基本原则

(一)资源开发性原则

　 　 发挥后奥运经济发展优势,促进京张体育文化

旅游带创新发展,首先应当遵循资源开发原则。 京

张地区沿线区域拥有非常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体育文

化旅游发展的自然资源。 张家口地处内蒙古高原、
黄土高原过渡地带,拥有高原、草原、盆地、山地等多

种地势,能够为发展攀岩、滑雪、山地自行车等体育

文化旅游项目提供天然场所。 张家口和北京自然景

观一脉相承,并由太行山和燕山山脉连接,形成了水

系相连、山脉相连的生态工程体。 在自然资源分布

方面,北京和张家口拥有多处国家级森林公园、湿地

公园、名胜景区、自然保护区和旅游度假区。 另外,
在冬奥会经济发展的带动下,京张区域形成了更为

良好的冰雪产业和生态旅游产业,初步构建了以京

北户外休闲生态度假为基础的功能性生态旅游产

业,每年都会吸引大批游客避暑度假。
因此,在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创新发展过程中,

要充分利用当地丰富的资源,发挥文旅资源发展的

多元化优势,为广大旅游受众提供更高水平的旅游

服务内容。

(二)区域协同性原则

　 　 “点—轴”理论是 1984 年中国著名经济地理学

家陆大道先生基于中心地理论、空间扩散理论和增

长极理论提出的[6] 。 在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区域协

同发展过程中,也可以将这一理论融入宏观发展战

略确定过程中,从而制定有关体育、文化、旅游的空

间扩散和经济带、产业带建设模型,进一步提高北

京、延庆、张家口等地区域经济发展的协同性。 在点

向发展环节,具体来讲,要发挥北京冬奥场馆作为奥

运宝贵遗产的优质资源优势,突出体育专业竞赛和

训练的功能性,发挥冬奥赛区中心节点的优势辐射

作用,丰富文化旅游、景区参观、休闲体验、度假等功

能性。 在轴向发展环节,要更好地突出区域协同优

势。 例如,将跨区域的交通、环境、产业等发展要素

进行融合创新,针对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的带动发

展效应,要在建设过程中充分发挥主要交通干线对

经济协同发展的辐射作用,同时构建公共服务、景观

环境、特色产业协同性发展区域,形成创新发展的交

通轴、产业轴和景观轴[7] 。 同时可以以京张高铁、京
礼高速作为交通主轴,进一步连接沿边景区、景点、乡
镇、乡村,形成区域协同的旅游风景交通运行体系,从
而吸引更多的人口和产业在该区域聚集。 另外,不同

区域还应当发挥其在运动装备研制、技术应用、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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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医疗等方面的产业发展优势,最终形成“北京研

发,张家口生产销售”的产业协同发展模式。

(三)可持续发展原则

　 　 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创新发展还应当遵循绿色

发展的理念,要更好地践行可持续发展原则,将习近

平总书记所提倡的生态文明思想融入沿线城乡建

设、统筹规划生产,以及空间布局、产品开发等多个

层面,实现冰雪运动的绿色升级。 只有坚持生态优

先发展原则,才能构建绿色发展的长效机制。 具体

要以“白色经济”发展为基础,提高绿色技术的创新

应用。 例如,可以将延庆、崇礼作为可持续发展的示

范区和重点区域,实现冰雪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改造,
将更多风能、太阳能等非电源能源应用到京张体育

文化旅游带创新建设过程中。 在冬奥项目推广过程

中,可以更好地创新冰雪制冷技术、减少碳排放,还
应当充分发挥当前现代制造业、生态农业、大数据等

绿色产业技术融合优势,更好地完善冬奥旅游文化

服务配套设施。 在特色民俗旅游产品建设过程中,
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进一步树立广

大公众的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理念,将数字经济

沉浸式体验技术融入乡村旅游特色小镇、休闲街区

建设发展当中,提高旅游受众对绿色发展的获得感

和认同感。 相关企业也应当加大清洁生产循环化改

造,提高周边地区资源综合利用率,例如进行农产品

绿色认证,发展生态农业、创造生态环保理念,构建

康养旅游综合示范区等,努力将京张体育文化旅游

带打造成为全国最美的冰雪文旅产业链、最美的生

态带以及最美的示范带。

四、发展后奥运经济促进京张体育文化旅游

带创新发展的具体路径

(一)构建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绿色发展体系

　 　 为解决缺少相关区域间文旅协同发展的系统性

规划这一现实困境,笔者提出要构建京张体育文化

旅游带的绿色发展体系。
首先,要进一步形成绿色发展理念。 在京张体

育文化旅游带建设过程中,要深入贯彻生态文明思

想,在周边地区城乡规划发展中实现统筹协调生产、
科学布局,划定开发边界,确定城镇化发展功能和形

态,优化升级冰雪项目,进一步注重生态农业、现代

制造业、大数据、可再生能源等产业发展。 可以将延

庆等地作为绿色发展经济带的试点单位,实现技术、
政策、旅游、文化综合发展。

其次,在基础建设方面要更好地完善风景道路、
绿色道路以及体育文化旅游专线改造。 将更多智能

化交通设备和互联网技术融入京张体育文旅特色服

务构建过程中,加快重点景区和主要交通要道的综

合性改造。 还应当更好地优化奥运场馆建设,打造

体育文化综合体,引导更多的受众参与到体育俱乐

部、潮流运动、运动公园、景区博物馆相关活动当中。
再次,在政策方面也应当构建有关京张体育文

化旅游绿色发展的扶持性政策。 如进一步放宽人才

准入落户和创业补贴制度,要充分发挥京张当地村

民的技术特长,对村民进行绿色服务和现代旅游培

训。 同时发挥财政优势,结合绿色金融产业,为京张

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提供充足的资金供给,最终实

现由点到面、全面覆盖的绿色化产业升级。
最后,要实现绿色技术集成。 全面构建有关京

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的产业能源使用、碳排放以

及低碳技术研发等标准化、规范化制度。 通过技术

集成突破实现旅游带沿线生态化管理,继而为广大

游客受众提供更加生态化的服务内容。 在技术使用

方面也应当实现规范化、低碳化,进一步优化能源结

构,发挥当地民俗文化演绎所具有的旅游开发价值,
开发出生态观光农家乐和生态绿色农业。

(二)开发多元化奥运体育文化旅游带产品项目

　 　 针对奥运经济体育文化旅游产品缺乏竞争力的

困境,要更好地实现当地资源供给性优势,发挥不同

地区的资源优势和产业优势,开发多元化的奥运体

育文化旅游带产品项目。 要大力发展生态旅游,坚
持精品导向和错位发展的原则,提高生态旅游产品

的创新性。 这将有助于解决产品同质化和缺乏创新

性的问题,同时提高旅游产品的竞争力和吸引力。
发挥京张文化旅游带乡村旅游村落自然保护区

的区域优势,辐射周边进而形成马术、电竞、越野、低
空、滑雪、自行车等特色体育运动项目,建成一大批

体育特色小镇和山地运动综合体;发展康养旅游产

品服务,要利用张家口优越的自然生态环境,结合北

京医疗资源优势,构建以健康、养生、休闲、旅游为核

心的综合发展区域和旅游示范区;要形成更加完善

的冰雪项目产业链,发挥当地万龙、云顶、太舞等滑

雪场资源,构建一大批国际滑雪赛事品牌,形成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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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品质、功能完善的世界级滑雪小镇;开发旅游研学

产品,要依托张家口自然文化遗产资源优势,构建更

多公共文化设施场所。 例如,推出以历史、人文、自
然科学、社会民俗、爱国主义等内容为主题的特色研

学旅游产品线,构建图书馆、文化馆、美术馆等特色

文旅场所设施。 此外,还可以打造独具特色的美术

或旅游产品线,如发挥张家口、北京等特色小吃、标
准化产业优势,以周边地区绿色农产品生产为基础,
开发具有北京特色、张家口特色的餐饮产品。 通过

评选一大批精品美食小吃项目,加大对特色美食文

化旅游的宣传,开发符合体育文旅的美食综合体和

特色餐饮街区。

(三)提高文旅宣传推广力度,扩大品牌影响力

　 　 随着北京冬奥会的成功举办,当地也逐渐形成

了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冬奥体育文化旅游品牌,尤其

是作为奥运会冰雪项目比赛举办地的京张地区,向
世界许多国家展现出了良好形象。 因此,在京张体

育文化旅游建设发展中,也应当更好地发挥冬奥效

应,要利用冬奥的国际影响力为未来旅游文化经济

带的发展进行整体谋划和营销战略构建。 例如,可
以以张家口为核心构建品牌化发展体系,打造地域

特色文旅发展冬奥品牌。 政府部门可以通过调动各

县区文化旅游发展的文化资源、经济资源、生态资

源,将更多冬奥的元素融入其中,承接更多国际性体

育赛事,进而将京张地区打造成更具国际影响力的

冰雪旅游胜地和冰雪运动胜地。 当地有关部门要通

过多种渠道加大对文化旅游的宣传力度,例如可以

构建以当地民俗文化为主题的相近活动如剪纸艺术

节、草原音乐节,进一步推广京张体育文旅节庆品

牌。 相关单位还要充分发挥当前新媒体文化传播优

势,将北京冬奥相关赛事内容拍摄成具有北京冬奥

文化特色的纪录片、宣传片,使更多的人认识京张体

育文化旅游带丰富资源优势,感受冬奥体育赛事的

独特魅力。

(四)优化人才培养,助力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高质

量发展

　 　 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协同发展离不开强有力的

人才队伍支撑。 尤其在后奥运经济时代,要引入更

多国际化人才,为构建京张体育文化国际旅游品牌

提供持续发展动力。 首先,要加大体育文化旅游人

才供给。 针对北京、张家口等地存在的体育文化旅

游人才缺乏现象,可以鼓励其他行业内的优秀人才

参与到当地特色旅游产业链发展过程中,优化人才

结构,形成更加丰富的体育文化旅游人才体系。 其

次,要进一步加强高等院校、职业院校专业人才培

养。 要为体育、文化、旅游人才培养制定更高水平的

教学标准,形成多层次人才培养体系。 相关院校也

应当在专业教学课程设置方面完善文化、旅游、体
育、人文素养、语言等专业知识教学内容,同时还要

向学生群体普及有关体育、文化、旅游的救生安全、
保健专业技能。 相关企业也可以和当地院校形成校

级人才共育合作机制,针对冰雪行业企业的现实性

需求,以高等院校为场所进行体育旅游、冰雪运动、
旅游管理的专业性人才培养。 最后,还应当重视对

高级管理人才的建设和引进。 在体育文化国际化发

展的新阶段,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发展要以后

奥运经济为契机,培养和引入更高水平的旅游管理

人才。 例如,聘请文化、旅游、休闲、体育等多个领域

的专家学者,形成旅游经济带发展的专家指导智库,
为冰雪项目创新区域建设、改革发展、奥运遗产开发

等建言献策。

五、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在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创新发

展研究中建议:第一,要充分利用京张冬奥会举办

契机,加强区域间的合作交流,实现体育、文化、旅
游等多项产业协同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第二,充分

发挥北京、张家口地区冰雪资源、生态资源、文化资

源、区位交通等优势,进一步提高当地冬奥体育文

旅项目开发的影响力,为更多受众提供世界一流的

冰雪运动产品和服务项目;第三,要充分认识到发

展中面临的困境和挑战,强化人才支持,构建协同

监管机制,稳步有序地开发北京奥林匹克遗产;第
四,在建设过程中还应当充分发挥多区域特色优

势,突出地域文化特色,构建跨区域文化旅游线路,
真正以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发展为契机,实现京津冀

协同发展,更好地释放冬奥效应;第五,在旅游文化

宣传方面,应当着重打造高端冰雪赛事品牌,同时

形成具有文化特色的滑雪小镇度假村、旅游消费聚

集区,充分发挥区域合作共建优势,真正探索出一

条北京冬奥会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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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new
 

phase
 

of
 

China’s
 

cultural
 

and
 

tourism
 

industry,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Jing-Zhang
 

sports
 

and
 

cultural
 

tourism
 

belt
 

is
 

crucial.
 

It
 

not
 

only
 

enhances
 

the
 

coordination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but
 

also
 

shapes
 

a
 

unique
 

Winter
 

Olympics
 

cultural
 

and
 

tourism
 

brand.
 

Additionally,
 

it
 

significantly
 

contributes
 

to
 

creating
 

an
 

environment
 

of
 

sports
 

and
 

cultural
 

tourism
 

that
 

involves
 

the
 

whole
 

population
 

and
 

improves
 

public
 

sports
 

literacy.
 

However,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region
 

faces
 

numerous
 

challenges,
 

including
 

a
 

lack
 

of
 

coordinated
 

planning
 

be-
tween

 

regions,
 

a
 

deficiency
 

in
 

innovative
 

sports
 

and
 

cultural
 

tourism
 

products,
 

and
 

a
 

shortfall
 

in
 

industry
 

integration.
 

To
 

address
 

these
 

challenges,
 

a
 

comprehensive
 

set
 

of
 

measures
 

is
 

suggested
 

for
 

promoting
 

development.
 

Firstly,
 

opti-
mizing

 

resource
 

development,
 

regional
 

collabor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provide
 

a
 

solid
 

founda-
tion

 

for
 

the
 

Jing-Zhang
 

sports
 

and
 

cultural
 

tourism
 

belt.
 

Secondly,
 

adjusting
 

the
 

industry
 

structure
 

lays
 

the
 

groundw-
ork

 

for
 

innovative
 

development.
 

Concurrently,
 

integrating
 

the
 

concept
 

of
 

green
 

development
 

promotes
 

the
 

growth
 

of
 

the
 

green
 

economy.
 

Furthermore,
 

innovatively
 

constructing
 

diversified
 

Olympic
 

economy
 

sports
 

and
 

cultural
 

tourism
 

products,
 

enhancing
 

service
 

levels,
 

and
 

strengthening
 

promotion
 

will
 

help
 

in
 

creating
 

a
 

unique
 

sports
 

and
 

cultural
 

tourism
 

brand.
 

Lastly,
 

intensifying
 

professional
 

talent
 

cultivation
 

supports
 

high-quality,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tourism.
 

These
 

measures
 

collectively
 

drive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Jing-Zhang
 

sports
 

and
 

cultural
 

tourism
 

belt
 

and
 

effectively
 

advance
 

the
 

overall
 

upgrade
 

of
 

China’s
 

cultural
 

and
 

tourism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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