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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多样

提到“户外”，大多数是与专
业运动联系在一起。但随着微度假
的盛行，户外场景被利用得淋漓尽
致，户外休闲已从一小部分人的专
业运动发展成为人人愿意参与的旅
游大众新体验。

近日知名的旅行玩乐社区马蜂
窝发布的《户外休闲风行报告》显
示，爱玩会玩的“90 后”年轻人以
44%的占比引领户外休闲潮流。女
性以66%的优势在新户外休闲中占
大多数，她们不仅乐于参加精致露
营、桨板瑜伽、郊野徒步等休闲活
动，对飞盘、腰旗橄榄球、棒球等竞
技型的户外运动同样充满热情。

露营已成为当下最红火的户外
休闲活动，露营场景从山林、沙
漠、草原搬到城郊的湖畔、树林甚
至是城市里的公园，露营的目的也
从野外生存变成休闲放松。截至今
年6月，马蜂窝站内“露营”相关
内容发布量已连续两年同比增长
150%以上。年轻人对“新玩法”
的追求促使露营产业不断创新，露
营+飞盘、露营+桨板、露营+徒步
等特色体验逐渐成为营地标配。

户外资讯、旅行、装备一站式
平台“徒步中国”的数据显示，近
年来徒步人群年轻化趋势非常明
显。许多城市建有完善的步道，可
供徒步的城市公园及周边景区资源
丰富，市民游客可利用闲暇时间，
轻松完成一场徒步之旅。杭州的九
溪烟树徒步、福州的森林步道徒

步、重庆的山城巷徒步、北京的
京西古道徒步以及上海的黄浦江
沿岸徒步等都是今年热门的城市
徒步线路。

集运动、休闲和文化体验于一
体的骑行也是今年风靡的户外休闲
活动，比如，周末去博物馆打卡、
去网红店吃早午餐，年轻人更愿意
选择骑行的方式。环洱海骑行、千
岛湖环湖骑行、桂林十里画廊骑
行、西安古城墙骑行、妙峰山骑行
等是今年热门的骑行线路。

为何风行

过去，户外运动对大多数人来
说，意味着长途跋涉、挑战自我、
突破极限。近年来，人们在挖掘身
边新鲜玩法时，把户外变得更加平
易近人。郊区的露营野餐、城市的
探索骑行、公园绿道上的徒步……
户外休闲轻松地融入每个节假日，
每个周末，甚至每一天。在人们的
户外新观念里，拥抱自然、放松身
心、尽情享受运动带来的快乐是第
一要义。《户外休闲风行报告》 指
出，兴趣社交成为影响年轻人户外
休闲消费决策的重要因素。

“由于疫情影响，人们对于身
心健康、亲近自然有了更多诉求，
户外休闲活动由于其互动性强、体
验感好、成本较低，同时与大自然
有近距离接触，深受不同群体欢
迎。原本小众的户外项目，如露
营、漂流、潜水、冲浪等逐渐为更
多大众所熟悉。”携程公共事务部
总监陈理楠介绍。

中国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秘书
长金准表示，户外休闲风行是多重
原因叠加的结果：首先，市场需求
在寻找新的出口，出游半径缩小，
但休闲需求依然存在，户外休闲对
应了新形势下的需求形态；其次，
市场期待并呼唤新的旅游休闲方
式，短停留、高频度、高关注、多
玩法的户外休闲新方式，与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市场推动相结合，带来
了居民消费的新风尚。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
学院教授冯凌告诉记者，在疫情防
控常态化下，选择户外的城市公园
游憩、乡村休闲娱乐、周边山水旅
行，满足了人们安全健康、绿色生
态的旅游需求。当前，旅游从业者
应以短而美、短而精、短而特为原
则，围绕生态健康、家庭亲子、自
驾露营、乡村采摘、学农爱农等主
题，策划推出一批户外为主、体验
度高、特色性强的精品体验线路，
增加有效供给，满足户外休闲游的
市场需求。

行业创新

一些小众户外运动为休闲旅游
带来了新体验。数据显示，“90
后”在 2021 年钓鱼人群中占比达
30.8%，同比增长 8.7%。他们用飞
蝇钓等新钓法，把“静止”的钓鱼
活动玩成了紧张激烈的全身运动。
小众户外活动场景在不断延伸。在
去年初见风头的桨板成为今年火遍
社交网络的户外玩法之一。北京的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金海湖、亮马
河、昆玉河甚至护城河都成为了桨
板青年的活动场地。

为顺应户外运动风的强大势
能，旅游业不断创新。携程推出

“周末微旅行”活动，包括潜水、
冲浪、跳伞、蹦极等新奇项目。马

蜂窝的同城玩乐“周末请上车”活
动通过露营、探洞、桨板瑜伽、飞
盘、骑行、迷你排球、溯溪、陆冲
等活动，带领年轻人奔跑在户外休
闲的前沿。

金准认为，户外休闲风行将为
旅游业创新带来新的发展逻辑：其
一，高频消费提升综合运营能力，
户外休闲消费频次远远高于传统的
旅游度假，从而增强了行业资源组
织、营销运营、家庭关联、数据应
用的能力；其二，更紧密的上下产
业链互动关系，户外休闲与装备销
售形成紧密的咬合关系，强化了旅
游产业的供应链关系；其三，更深
入的线上线下连接关系，户外休闲
热带来紧密的线上线下同步生产同
步消费的能力，形成疫后旅游休闲
发展的新动能；其四，更有力的内
容生成能力，户外热呈现出平台化
和迭代化的趋势，野餐、户外体
育、家庭活动、文化市集、文化展
演等新活动层出不穷地从户外休闲
平台上生长出来，这为文旅休闲增
加了很大的拓展空间。

上图：游客在北京世园公园妫
汭湖体验水上皮划艇。

本报记者 贺 勇摄
下图：游客露营在四川省阿坝

藏族羌族自治州红原县俄么塘草原
花海景区，乐享夏日时光。

艾加宪摄 （人民图片）

河北省定州市历
史悠久，是“中山文
化”的重要发祥传承
地。依托优质的历史
文化资源禀赋，紧抓
京津冀协同发展、雄
安新区建设、后奥运
经 济 三 大 叠 加 机 遇 ，
定州大力推行历史文
化保护利用、美丽乡
村建设和休闲旅游融
合发展，提升城市功
能 、 传 承 城 市 文 脉 、
彰显城市特色，着力
打造品质品位品牌之
城，促进文化和旅游
融合发展，打造京津
冀独具特色的旅游目
的地。

定州致力打造文旅
经典品牌，以创建国家
历史文化名城为牵引，
以“汉风宋韵”为主基
调，加大对文物古迹、历
史街区、历史建筑等保
护利用力度，大力推进
文化旅游振兴，创建定
州古城项目，推进区片
改造、景点提升，形成串
点成线、连线成面的文
化旅游胜地。

活化文物利用，是定州文旅发展的基
础。定州充分挖掘历史文化，保护历史文
脉，打造“千年古城”城市名片。定州发
挥贡院、文庙的历史文化资源优势，开展
科考场景再现、快乐讲堂和研学旅行活
动。同时，定州加大对缂丝、定瓷等非物
质文化遗产及“中华老字号”“燕赵老字
号”“古代贡品”的保护发展，叫响全国

“秧歌艺术之乡”“吹歌艺术之乡”品牌，
展示定州文化的独特魅力。

定州一直在探索如何做活文旅发展文
章，近年来大力发展文创产业，支持定
瓷、缂丝、煮世铁壶等传统文化产业做大
做强，加快定瓷文化产业园和非遗博物馆
等项目建设，将文化资源与创意设计、现
代科技、时代元素相结合，做强历史文化
游、红色革命游、生态休闲游、乡村特色
游。定州大力发展旅游经济、文创经济，
把文化资源转化为经济效益。

定州抓好北京冬奥会的机遇，借势发展
后奥运经济、冰雪产业和康复康养产业，举
行了上百场社区运动会和乡村冰雪运动体
验活动，大力支持防撞垫、冰鞋、冰壶等冰雪
运动产业的开发，鼓励体品生产企业做大做
强，与清华美院等院所合作，建立“定州健身
体育文化产业众创空间设计师联盟平台”，
成立定州体品研究院。

目前，定州正以乡村旅游助力乡村全
面振兴，依托绿色资源优势，以“旅游+”为
突破口，创建旅游品牌，加强旅游设施建
设，以旅助农、以旅兴农，大力推动生态
文明、美丽乡村建设和休闲旅游融合发
展，打造了一批集休闲度假、温泉养生、
亲子旅游、特色民宿于一体的生态休闲度
假区，开创了田园观光、乡村度假、休闲
农业、生态康养、研学旅游的多样化乡村
旅游产品，创建了 3 个省级乡村旅游重点
村，1个省级乡村旅游特色村，为乡村振兴
赋予了新动能。

2022年驻华外交官“发现中国之旅”启动
仪式日前在北京举办。中国文化和旅游部部长
胡和平在致辞中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对外
文化和旅游交流工作，已与 157 个国家签订文
化合作协定，建立41个双多边文化和旅游合作
机制，形成覆盖全球的政府间合作网络，团结
友好的“朋友圈”“伙伴群”越扩越大。中方
愿与各方一道，努力推动国际文化和旅游交流
合作蓬勃发展。

来自40个国家的58位文化和旅游外交官出
席启动仪式。中外嘉宾在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
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参观“中华瑰宝”展览。各国
驻华外交官和嘉宾对中国丰富的文化和旅游资源
高度赞扬，表示将借助“发现中国之旅”平台，
向本国推介中国的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
美，共同助力民心相通。

中旅旅行承办此次活动，策划了2022“发现
中国之旅”四季主题线路。春、夏、秋、冬四季

线路将贯穿全年，内容充实、线路丰富、体验深
入，将悠久灿烂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壮丽秀美的自
然景观紧密融合。各国驻华外交官将走进云南、
湖南、河北、甘肃、青海、新疆、广西、海南8
个省区，感悟中华文化、感知时代中国，收获

“发现之旅”“友好之旅”。
去年，中旅旅行承办的 2021 驻华外交官

“发现中国之旅”系列活动，组织 60多名驻华
外交官分赴重庆、武汉及贵州考察，赢得各驻
华使馆外交官一致好评。未来，中旅旅行将深
入整合纪念馆、博物馆、民俗馆等文化资源，
全面开展跨界合作，积极构建多元化旅游消费
场景，持续提升旅游产品的文化内涵。中旅旅
行将凭借多年深耕入境游市场的行业经验，以
讲好中国故事为着力点，促进不同文明、多彩
文化彼此欣赏、交流互鉴。

下图：驻华外交官参观中国工艺美术馆的
“中华瑰宝展”。 资料图片

文
旅
融
合
添
彩
定
州

张

涛

微度假 短途游 高频次

户外休闲动出精彩
本报记者 赵 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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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后”扛起鱼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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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出游的新方式。

车子风驰电掣地驶往云南省腾冲市的
和顺古镇。许久，终于抵达目的地，卸下
行李，人变得格外轻松，我迫不及待地开
始了品读古镇之旅，走在火山石铺成的路
上，鞋跟敲出的嘎哒嘎哒的声响，伴我慢
慢穿越回古镇的旧时光。

和顺古镇始建于明朝，迄今已有 600
多年的历史。和顺，古名阳温墩，就是一
年四季阳光和煦，不冷不热。这个西南边
陲小镇，竟有着江南一般的温婉多情。来
自中原的先民带来了汉文化和建筑艺术，
最早的居民聚集地就这样渐渐形成。如
今，和顺古镇有传统民居1000多座，其中
清代民居 100多座，被誉为中国古代建筑
的活化石。古镇里随处可以看到徽派建筑
的粉壁黛瓦马头墙，加上装饰有云南少数
民族神秘的图腾崇拜标志，便有了独特的
韵味。和顺另一个别致的景观是宗祠文
化，它延续了儒家文化的传统。和顺现有
八大宗祠，这八大姓有较为完整的族谱，
至今保持续修的传统。每年春秋两祭，八
大姓的族人都会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各自的
宗祠，举行盛大的祭祖活动。

如果仅仅是这样的景观，和顺古镇便
只能称硬朗有余，而柔媚不足。但大自然
何其眷顾和顺，恰恰就有一条河，蜿蜒环
绕着和顺，“阳温墩”因这多情的河水，
也便改名“河顺”，后取“士和民顺”之
意，雅化为“和顺”。

我站在古镇的制高点往下眺望，远处
群山环抱，近处河水绵延，群鸭悠游在河
面上，笔直的石板路通向远方，三三两两
的古镇居民不慌不忙地走着，岁月静好，
时光似乎永远停滞在这一刻。

赋予和顺底蕴的不仅是天时地利，还
有深厚的人文，和顺古镇里有中国最大的
乡村图书馆——和顺图书馆，其前身是清
末和顺同盟会会员寸馥清组织的“咸新
社”和 1924年成立的“阅书报社”，后经
海外华侨和乡人捐资赠书，于1928年扩建
为图书馆，1938 年新馆舍落成。迄今为
止，和顺图书馆有藏书 7 万多册，古籍、

珍本 1万多册，内有胡适、熊庆来、廖承
志、李石曾等诸多文化大家的题字。现
在，图书馆内仍订阅了全国各地的报纸，
面向古镇居民开放。

徜徉在和顺古镇上，民居依山而建，高
低错落。时而，在青砖黛瓦、雕栏画柱间，
我迷失在历史的光阴里，时而，一间间卖翡
翠的商铺又把我拉回到现实中。腾冲靠近
缅甸，腾冲出名的玉石就是缅甸玉，又称翡
翠。和顺有句俗话叫“穷走夷方急走厂”，

“夷方”指缅甸、印度、泰国等国家，“厂”指
这一带的玉石厂等。和顺的男儿到了十几
岁就开始“走夷方”了。他们当中的不少人
由于勤苦好学，与当地人和睦相处，最终奋
斗进入当地的主流社会。如今在仰光、清
迈、曼谷等地，仍能看到和顺侨民最早创办
的老商号、工厂、医院、学校。和顺也因此

成为云南著名的侨乡。
和顺古镇至今完好地保留着“翡翠大

王”寸尊福的故居，当时著名的商号“福
盛隆”。寸尊福 13岁跟随马帮去缅甸学习
玉石生意，1885年在曼德勒创办商号“福
盛隆”，并在和顺自己的老宅设立了分
号，延续至今。寸尊福不仅因翡翠生意而
出名，更因竭力保护侨民利益，慷慨资助
辛亥革命而备受尊敬。孙中山曾为其亲笔
题词“华侨领袖，民族光辉”，并赠匾

“中外名垂”。
穿行在古镇，我的脚步不由地越走越

慢，和顺是需要慢慢品读的。入夜，和顺古
镇虫声啾啾，星光点点，无论是人还是建
筑，我在心里祈愿它永远如此宁谧，安详。

上图：和顺古镇里的和顺图书馆。
新华社记者 陈欣波摄

品读和顺古镇
曾漫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