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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文化和旅游局

〔A 类〕

〔公开〕

昆文旅函〔2019〕23 号

关于政协昆明市十三届三次会议第 133209 号
提案答复的函

张聪委员：

您们提出的《关于进一步推广“一机游云南”工作的建议》

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首先非常感谢您们对我市旅游业发展的关心与支持，同时您

们的提案对我局今后发展“一机游”工作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对我市下一步推广“一机游”综合管理平台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

意义。

其次，针对提案中的建议我局主要通过以下方面进行努力：

政府主导、高位统筹、多方参与、形成合力。一是我局积极

响应省文旅厅、市委、市政府要求，设立“昆明市一部手机游云

南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全面组织、指导、协调、推进“昆明市

一部手机游云南”建设工作；及时梳理汇总“昆明市一部手机游

云南”建设过程中的困难及问题,研究提出解决方案等，力图真正

实现“一部手机管云南”的目标。二是在前期全力完成三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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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的同时深挖“一机游”的创新内涵，创推“一机游”新载体

与新功能的延伸建设，如：在“一机游”平台上增设“防震减灾”

栏以增添平台公共服务功能，使其更具地方差异性，但向“省一

机办”请示后一直未得到回复。积极协调腾云公司与市司法局对

接，使平台投诉、退货功能等更具多元化与合法性化，仍在推进

协调中。三是积极引导非 A 景区加入“一机游”平台，以增加平

台的丰富性与多样化。如呈贡三台山公园、昆明规划馆、禄劝平

安福湿地公园等 6 家非 A 景区加入平台，但由于非 A 景区上线“一

机游”平台缺乏相应的技术标准，上线过程中存在很大的困难，

导致一直未上线，我局也向省“一机办”提出相应的建议，但一

直未得到回复。四是部分景区面临运营资金压力的问题。在执行

发改降价政策和“一机游”平台门票优惠政策后，部分景区面临

较大的运营管理资金压力。加之云南目前大部分景区都是“门票

经济”为主，腾云公司在上线“一机游”平台后收取部分的通道

费用，导致部分景区对上线“一机游”平台望而却步，为此我局

积极协调腾云公司调整相关政策。五是由于景区智慧化建设程度

参差不齐，目前尚未为景区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为鼓励扶持景

区进行智慧化建设，我局采取了景区智慧化建设以奖代补的办法。

以“一机游”为主导，推动旅游多管理平台合并建设。目前

“一机游”平台具有综合管理平台、投诉管理平台、旅行社管理

平台、导游管理平台、景区管理平台等模块。我市目前已经实现

多个平台旅游数据共享，但在旅行社上线“一机游”旅行社管理

平台推进过程中，我局已经将相应的数据信息提供给到腾云公司，

但“一机游”旅行社管理平台截至目前仍无法与之前的管理平台

对接上。考虑到昆明市旅行社各方面信息的统一管理，已经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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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协调腾云公司技术支持团队尽快解决全市数字旅游平台、省旅

游市场监管平台、文化旅游部电子合同认证等系统数据接口问题，

实现游客评价数据的集中应用。下一步积极协调“一机游”、“一

部手机办事通”、“一部手机云品荟”三个平台融合发展，进一步

提升我市“一机游”的本地化服务特色。

进一步完善“旅游监管的智慧化、规范化建设”。“一机游”

平台投诉管理系统完成了与 12301 全国旅游监管服务平台投诉数

据的对接。上线“我要退货”功能，支持退货单在各级指挥中心

流转、处置。旅游综合经济分析平台完成一期 5 个模块的上线工

作，接入超过 40 个维度的数据。针对已上线的投诉、导游旅行社

管理等系统进行迭代优化、深化应用,并开展导游旅行社系统红黑

榜、数字证据链案件法规库、博物馆管理系统、综合经济分析平

台、可视化管理平台大屏(客情、旅游产业资源、运行)等的二阶

段规划和建设。加强政府管理、企业服务和游客反馈三方连接,导

游旅行社管理方面以电子行程单为连接载体,通过游客对导游旅

行社的评价,动态展示导游旅行社的评分;调研导游旅行社红黑榜

机制逐步形成对导游旅行社的政府监管、行业自律及游客评价三

方业务的闭围绕旅游产业经济平台进一步的分析和下沉服务,通

过横向部门数据集成、数据维度筛选,逐步实现旅游产业大数据覆

盖。积极引导涉旅诚信企业上线“一机游”平台，新一轮的诚信

企业实施方案正在推行。截止 2019 年 7 月 1 日，共注册 3796 家，

其中审核通过 3510 家，审核未通过 286 家。审核通过的涉旅企业

中，已完成数据填报 3358 家（填报分数达标企业 2441 家，填报

分数未达标企业 917 家），未填报 152 家。

完善“一机游”的多元动态舆情跟踪建设。深化舆情分析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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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应用,从 OTA 数据监测、低价游数据监测、云南涉旅正面资讯管

理及重大舆情扩散追踪智能监控方面,进一步深入开展云南涉旅

舆情监测与分析工作。以数据管理平台企业库为基础,串联服务平

台与管理平台,在服务平台进一步为涉旅商户提供商户管理和运

营服务入口的同时,抓取游客反馈、投诉、评价、诚信信息等、丰

富管理平台企业库动态信息,为涉旅商户管理提供抓手。始终保持

市场整治的高压态势，实现旅游市场秩序根本好转：开展广泛社

会宣传，强化“八不准”、“五个凡是”的震慑作用；在原有“1+3+N+1”

综合监管模式的基础上，建立负面清单统一管理机制；全面推行

旅游产品备案审查和旅游电子合同监管；依托大数据对违法安排

购物的活动进行排查；大力提升红黑榜社会影响力；

加强涉旅案件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有效衔接；强化旅游行

业自律管理等。

数字旅游合同中对于线路、价格审查工作方面。目前主要是

抽调行业内业务精熟的 20 余名专业工作人员对产品进行审核，严

格遵守操作规程流程，采取公开、公正、公平的工作原则，遵守

主动回避原则、保密原则，严守工作纪律和工作要求，自觉接受

监督，落实责任追究机制，工作平台同步记录审核记录，有据可

查。进入今年 3 月下旬以来，每天的提交产品都能确保当日审核，

截止晚上都会安排人员扫尾清理完成审核工作，符合规定及要求

的通过，涉嫌低价或不合理描述的产品退回修改或进行材料补充。

在工作规划方面，一是由于行程审核涉及价格，而影响价格的因

素较多，通常除了业务熟练的操作人员能够结合当季情况进行核

定，其他办法很难确保价格底线，因此价格核查仍以业务检查员

为主。二是行程审核涉及规范性，包括名称隐晦的购物场所、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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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项目等，非人工形式难以排查，因此规范性检查仍以人工为主。

三是要加大对旅行社填报产品操作培训，提高填报合规性，加快

工作效率。四是随着产品库丰富，建议各企业内部及企业间互相

调用审核通过的产品，减少相同产品的审核环节。五是协同技术

公司改进操作平台，主动识别敏感字词，提升工作效率；改进操

作平台，部分企业必须强制内审环节，确保产品描述规范；改进

操作平台，为同类产品进行自动比对，在一定条件下实现部分产

品自动审核。

“一机游”涉及功能较少，某些旅游咨询信息不能及时更新。

由于“一机游”上线时间短，不可否认许多功能还不够优化完善，

仍须加大营运力量的投入，不断提升用户体验。推出昆明“门票+

景区直通车”产品、石林景区套票云南”独家票务资源为提供游

客更多便利，享受专属优质产品;与昆明航空、祥鹏航空及南方航

空3家航空司形成战略合作关系,并与祥鹏航空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在官网旗舰店、机票打包销售、联合营销方面达成合作；推出昆

明机场免费代打登机牌、预留座位服务。推进商旅平台系统建设。

完成“游云南”酒店房仓系统建设,为“游云南”平台接入自签特

色酒店,精品酒店打下基础；推出“机票+酒店”“景区+酒店”等

组合产品。梳理自营品牌线路的设计及服务标准,构建了全年 9 大

系列主题 19 个子系列的产品规划，新增了 63 条精品线路。重新

梳理并制定诚选平台商家准入及商品上架标准,上新 50 余款名优

特产;与顺丰达成战略合作,保障商品物流时效性,实现省内“次日

达”、省外“3 日达”，并计划在下半年推出生鲜运输体系送达规则,

提升用户购买体验;制定“游云南”普洱茶标准及认证标识体系,

推出“人生 1 罐”QQ 黄脸表情茶,并通过 NFC(近场通信芯片)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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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在高端文创茶上实现“游云南”诚选“一茶一码”身份识别

功能。

下一步我们将协调腾云公司不断完善“一部手机游云南”平

台，优化平台体验，让“游云南”平台从“可用”变得“好用”，

加强管理端建设，完善游管理功能,结合新文创 IP、线上线下活动

及内容运营,加强“游云南”、云南旅游宣传推广,不断提升运营能

力,给游客提供更多优质旅游产品。

感谢您对政府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以上答复，如有不妥，请批评指正。

昆明市文化和旅游局

2019 年 7 月 12 日

（联系人及电话：董荣，63149748）

抄送：市政府办公室，市政协提案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