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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XXXXXXXXXX提出。

本文件由建瓯市北苑贡茶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XXXXXXXXXX、福建省标院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福建省标准化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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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苑贡茶 茶旅融合导则

1 范围

本文件提供了实施茶旅融合的指导和建议，给出了评估诊断、规划设计、部署实施、运行维护、监

视测量和持续改进等阶段中需考虑要点有关的信息。

本文件适用于建瓯市县域范围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且已正式运营的茶产业和旅游产业项目提供参

考。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茶旅融合 tea tourism integration

茶产业、旅游产业及相关要素相互渗透、交叉聚合并突破原有产业边界而形成新的产业和业态的现

象或过程。

3.2

茶产业 tea industry

经营茶叶产品的市场主体的市场关系总和，包含茶叶产品，技术工艺，经济活动三个层次内容。

3.3

旅游产业 tourism industry

以旅游者为主题，以旅游资源为依托，集食、住、行、游、购、娱等要素为一体的所有横向联系的

行业或企业构成的一个综合服务体。

4 总体要求

4.1 茶旅融合规划应与当地经济社会总体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产业规划以及生态保护红线、环

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环境准入清单（“三线一单”）等有机衔接，落实“多规合一”，具有前

瞻性、创意性和可操作性。

4.2 基础设施建设应遵循共建共享、梯次优化、合理开发配置、节能减排、绿色化、低碳化、智能化

原则，避免重复建设和雷同。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knetsearch.aspx?dbcode=CJFD&sfield=kw&skey=tea industry&code=&uid=WEEvREcwSlJHSldTTEYyQzMxbmcvTC9qb2VoeDlsT1QyVDJoaUJBZ0hHTT0=$9A4hF_YAuvQ5obgVAqNKPCYcEjKensW4IQMovwHtwkF4VYPoHbKxJw!!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knetsearch.aspx?dbcode=CJFD&sfield=kw&skey=tourism&code=&uid=WEEvREcwSlJHSldTTEYyQzMxbmcvTC9qb2VoeDlsT1QyVDJoaUJBZ0hHTT0=$9A4hF_YAuvQ5obgVAqNKPCYcEjKensW4IQMovwHtwkF4VYPoHbKxJ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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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可达性强，道路交通、给水排水、电力通讯、智慧工程、应急安防等基础设施规划合理、建设完

备，满足项目未来发展需求。

4.4 公共配套设施齐全，接待服务能力强、服务质量高，游客中心、标识系统、旅游厕所、讲解服务

等公共设施完善，达到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及以上标准。

5 组织保障

5.1 组织需成立茶旅融合管理工作机构，统筹协调茶旅融合的部署与实施。

5.2 组织以获取可持续性竞争优势为关注焦点，设计部门和岗位职能，明确各部门职责及岗位技能要

求。

5.3 组织开展员工任职资格能力分析，为岗位配置适合的员工，当现有人员不能满足岗位要求时，可

采取定向培养、人才引进或聘请外部专家等措施。

5.4 组织开展茶旅融合的教育和培训，搭建适宜的学习和交流平台，采取交叉培养、轮岗锻炼等措施，

持续提升人员岗位技能。

5.5 组织确保整体运行高效规范，持续提升全员融合创新发展的意识。

5.6 组织以实现个人和组织发展为宗旨，明确人员的茶旅融合相关职责，创新应用新技术、新方法、

新理念、不断加强人员赋能和绩效激励。

6 规划引领

6.1 规划编制：编制茶旅融合总体规划，注重多规融合，茶主题突出，发展定位明确，产业体系清晰，

符合当地茶产业和旅游产业发展实际情况；编制茶旅融合发展实施方案或行动计划。

6.2 规划审批：通过专家评审，有当地文化和旅游行政主管部门、规划建设职能部门出具的审批意见

文件，或有当地人民政府的政府批复文件。

7 政策扶持

7.1 出台政策：政府对茶旅融合发展制定出台较为完善的扶持政策。

7.2 政策落实：落实政府有关茶旅融合发展的各类扶持政策。

8 产业融合

8.1 产品融合

8.1.1 充分挖掘所在地茶文化和旅游资源，开发具有地方特色的主题茶旅产品。

8.1.2 发展康养旅游、乡村旅游、工业旅游、红色旅游等多种旅游产品，优化产品组合模式，提高产

品供给品质。

8.1.3 引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文化场馆、文化演艺产品、文创产品开发项目、节庆活动等入区发

展，扩大产品供给范围。

8.1.4 开发并提供与主题文化相联系，特色鲜明的系列文创产品、数字旅游产品、民宿工艺品、生活

化艺术品等旅游商品。

8.2 业态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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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 推动茶文化旅游业态与观光、休闲、度假、研学、康养等旅游业态的产业联动，促进已有融合

发展、业态提质升级。

8.2.2 促进茶文化旅游产业与工业、农业、商业、教育、卫生、体育等领域的融合发展，推出农业观

光、商务会展、研学科考、体育赛事等业态。

8.2.3 提升数字技术对茶旅产业的融合度与渗透力，挖掘先进思想、多彩民宿、生态价值、艺术灵感

等 IP 元素，辅助现代科技手段推动业态创新。

8.2.4 培育网络消费、定制消费、体验消费、智能消费、时尚消费等消费热点，开拓发展假日经济、

夜间经济、会展经济、赛事经济等多元化消费业态。

8.3 服务融合

8.3.1 推动图书馆、博物馆、演艺场馆等公共文化设施改造升级，增强观赏、体验和参与等旅游服务

功能。

8.3.2 推动旅游景区、星级饭店、旅游集散中心等提升艺术和文化内涵，增加文化传承、创作表演、

艺术普及等文化服务功能。

8.3.3 完善政务服务、信息服务、金融服务、科技服务等公共服务一体化平台。

8.4 市场融合

8.4.1 运用资源整合、技术创新、品牌输出、跨界经营等方式向规模化和品牌化方向发展。

8.4.2 实施品牌营销战略，构建完整统一、形象清晰、知名度和美誉度高的品牌体系。

8.4.3 加强与重点客源市场的旅游合作，推进旅游资源共享、旅游客源互动、旅游品牌共建。

9 运营管理

9.1 企业文化：具有独特的企业文化及产品形象；定期组织志愿者服务，组织或参加各类公益性活动；

制定了企业行为规范要求，自建培训系统，每年定期组织相关培训项目或讲座。

9.2 游客投诉及意见处理：投诉处理制度健全，有投诉渠道；制定了投诉处理过程规定；投诉处理服

务态度良好，意见处理记录完整，定期征询游客意见。

9.3 营销宣传：有旅行社、网站、电影电视、设立客源地办事处等传统营销宣传渠道，或有微博官号、

微信公众号、今日头条、抖音官号、快手官号等新媒体营销宣传方式。

9.4 安全管理：有安全管理机构、制度、人员，形成定时巡查制度；有智慧消防和监控报警设备，有

安全警告标志和导览标识；有游览、游乐设施安全检查制度；有安全宣传说明或安全演示；公布有合理

的环境容量；有应急处置预案和定期演练制度；有基本应急医疗服务。

10 应急响应

10.1 组织编制安全应急预案，开展应急演练。

10.2 遭遇突发重大事件时，按照应急流程处置，做好对突发性重大事件的总结分析。

11 监视与测量

11.1 组织对监视与测量活动作出制度化安排，明确监视与测量的对象、职责、方法、频次、改进等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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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组织根据规划设计、部署实施等情况，定期识别和确定对当前组织茶旅融合绩效有较大影响的工

程和关键指标，包括目标实现情况、部署实施的执行情况、试运行执行情况及制度规范执行情况。

11.3 组织依据监视与测量结果，分析关键指标运行的趋势和异常，评价关键指标是否符合预期要求，

并适时采取措施解决问题。

12 效益评价

12.1 社会效益：带动当地社会就业，助力当地扶贫；推动当地茶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茶文化资源的

保护性开发利用效果明显。

12.2 经济效益：年接待人数、年综合收入和年纳税额与上一年相比翻一番。

13 创新示范

13.1 体制机制：管理机构与协调、市场投融资、多规融合与规划实施管理等体制机制方面有创新示范

意义。

13.2 业态融合：业态产品或业态融合模式、数字科技运用等方面有特色鲜明的创新示范意义。

13.3 公共服务：道路建设、交通组织与服务、游客服务、智能讲解、厕所革命、环境卫生整治等方面

有创新示范意义。

13.4 运营管理：项目经营与管理模式、智慧旅游服务、标准化服务等方面有创新意义。

13.5 品牌推广：鼓励争取国家级、省级等各级各类品牌荣誉，品牌宣传营销推广方式具有创新意义。

14 持续改进

14.1 组织针对规划设计、部署实施、运行维护、监视与测量过程中实际发生的偏移，通过数据分析，

快速发现存在的问题，找到原因与得出规律，并采取相应的措施。

14.2 组织确保措施有效，避免偏移重复发生或实际发生。

14.3 组织建立有效的持续改进机制，推动茶旅融合创新和持续优化，持续改进组织茶旅融合实施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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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营销宣传：有旅行社、网站、电影电视、设立客源地办事处等传统营销宣传渠道，或有微博官号、微信公众号、今
	9.4　安全管理：有安全管理机构、制度、人员，形成定时巡查制度；有智慧消防和监控报警设备，有安全警告标志和导

	10　应急响应
	10.1　组织编制安全应急预案，开展应急演练。
	10.2　遭遇突发重大事件时，按照应急流程处置，做好对突发性重大事件的总结分析。

	11　监视与测量
	11.1　组织对监视与测量活动作出制度化安排，明确监视与测量的对象、职责、方法、频次、改进等要求。
	11.2　组织根据规划设计、部署实施等情况，定期识别和确定对当前组织茶旅融合绩效有较大影响的工程和关键指标，包
	11.3　组织依据监视与测量结果，分析关键指标运行的趋势和异常，评价关键指标是否符合预期要求，并适时采取措施解

	12　效益评价
	12.1　社会效益：带动当地社会就业，助力当地扶贫；推动当地茶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茶文化资源的保护性开发利用效
	12.2　经济效益：年接待人数、年综合收入和年纳税额与上一年相比翻一番。

	13　创新示范
	13.1　体制机制：管理机构与协调、市场投融资、多规融合与规划实施管理等体制机制方面有创新示范意义。
	13.2　业态融合：业态产品或业态融合模式、数字科技运用等方面有特色鲜明的创新示范意义。
	13.3　公共服务：道路建设、交通组织与服务、游客服务、智能讲解、厕所革命、环境卫生整治等方面有创新示范意义。
	13.4　运营管理：项目经营与管理模式、智慧旅游服务、标准化服务等方面有创新意义。
	13.5　品牌推广：鼓励争取国家级、省级等各级各类品牌荣誉，品牌宣传营销推广方式具有创新意义。

	14　持续改进
	14.1　组织针对规划设计、部署实施、运行维护、监视与测量过程中实际发生的偏移，通过数据分析，快速发现存在的问
	14.2　组织确保措施有效，避免偏移重复发生或实际发生。
	14.3　组织建立有效的持续改进机制，推动茶旅融合创新和持续优化，持续改进组织茶旅融合实施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