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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树阴浓夏日长，正是出游好时
光。暑期文旅消费市场“燃”了！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显示，暑期各
地将推出超过4000项约3.7万场次文旅
消费活动。携程平台上，暑期国内酒
店、机票搜索热度均同比上涨 20%以
上，中国旅客在奥运期间赴巴黎的订
单同比增长 105%，入境游整体订单同
比增长 1 倍。据网络平台统计，截至 8
月7日，暑期档电影票房 （含预售） 突
破85亿元。

不久前，国务院印发 《关于促进
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

“着力提升服务品质、丰富消费场景、
优化消费环境，以创新激发服务消费
内生动能”。

奥运“撞”上暑期，学生暑假叠加成
人消夏，跨境旅游“热”起来、假日市场

“燃”起来、文旅消费“火”起来。
把握新趋势，文旅市场在“创新”。
当全国各地的游客正在北疆追寻

“我的阿勒泰”之时，首届中国新疆民

间艺术季将举行，吸引更多游客“打
起手鼓唱起歌”，“跟着节庆去旅游”；
第二十七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将以“乐
游中轴”为主题，推出快闪演出活
动，为市民游客打造北京中轴线音乐
之旅；江苏举办2024“水韵江苏·璀璨
夏夜”主题活动，发力夜间旅游……

作为一年中时间跨度最长的旅游
旺季，这个暑期，各地各部门铆足
劲、出新招，文旅消费更“带感”。

需求为本，
旅游更有“氛围感”

乘奥运东风来贵州看一场活力四
射的“村超”，到敦煌鸣沙山下听星空
演唱会，追着影视作品打卡热门取景
地……一批特色文旅产品频上热搜。

面对群众愈加个性化、多样化、
品质化的服务消费需求，“旅游+”正
在生发无限惊喜：旅游+红色文化，革
命老区风华正茂；旅游+演出演艺，

“粉丝经济”异军突起；旅游+避暑消

夏，深山远海不再冷清……
从滨海、森林，到音乐节、演唱

会，再到展览展会、户外运动、文体
赛事，层出不穷的文旅新场景，不仅
满足中国游客所需，也让外国游客高
呼“好City的中国！”

服务为先，
消费更有“体验感”

近日，一年一度的国家自然博物
馆“博物馆之夜”活动开启。“博物馆
奇妙夜”吸引了更多观众。

暑期以来，为了满足群众旺盛的
参观需求，全国多地博物馆采取延长
开放时间、取消预约要求、取消“周
一闭馆”等措施，开启“不约而行”

“超长待机”模式。
何为宾至如归？是炎炎夏日里的

一瓶水、一个清凉油，也是排队时的一
把遮阳伞、骑单车时的一个清凉坐垫。
杭州依托“景区舒适度查询系统”对最
佳出行时间给出动态建议，南京优化各

景区预约程序和预约时段，哈尔滨将冰
雪季的“宠粉”措施延续……

用真心待远客，越来越多景区将
优质服务藏在细节里、留在人们心上。

惠民为要，
游客更有“获得感”

“抢到了真金白银的文旅消费券，
这趟旅行挺超值。”暑假到成都旅游的
大学生周广涛兴奋地说。

6月以来，四川成都发放3000万元
“暑来成都 乐游天府”文旅消费券。
各地还纷纷推出票价优惠、消费满
减、折扣套餐等措施，针对学生推出
景区免票和优惠政策。

8 月 9 日举行的国新办发布会上，
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负责人马力
表示，将推进文旅融合及与相关产业
融合发展，优化消费惠民活动举措，
与促进餐饮、住宿、体育、数字、绿
色、健康消费等一体推进，创新文旅
消费场景，丰富个性化、定制化产品
供给，满足多样化消费需求。

文旅消费与人民美好生活息息相
关。更好玩、更优质、更舒心……一
个活力四射的文旅市场近在眼前。

（据新华社电 记者徐 壮）

如今，中国旅游发展步入
快车道，形成全球最大国内旅
游市场，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
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旅游业日
益成为新兴的战略性支柱产业
和具有显著时代特征的民生产
业、幸福产业。在此背景下，
如何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旅
游业高质量发展，需要进行积
极探索。

旅游视角下的“新质生产
力”，不只是科技创新、设备升
级和产品升级，而是通过激发
新消费，开辟新赛道，建立新
规则，布局新的产业链，孵化
出新的规模化的市场空间。笔
者认为，其在具体实践中呈现
出四个特征：

其一，以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为根基。旅游消费本质上是
精神消费，要提供高品质的精
神消费，应有高品位的文化底
色。旅游需要文化的滋养，而
最大的文化富矿就是 5000 年延
绵不断的中华文明。中国年轻
一代对国家、民族有着先天的
自豪感，他们热爱传统文化，
并 将 其 融 入 自 己 的 生 活 。 西
安、洛阳、杭州等许多旅游目
的地尝试构建基于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超级 IP”，收到良
好效果。

其二，靠科技创新赋能。
旅 游 的 特 性 是 线 下 体 验 很 重
要，科技创新可以优化和升级
线下的游客体验。一方面，科
技可以打造新场景、创造新体
验，利用MR、VR、虚拟现实技术、现代光影科技等，让传统
文化变得“活色生香”。西安的大唐不夜城、洛阳的“无上龙
门”沉浸式体验馆、敦煌的数字展示中心、江西后河梦回庐陵
夜游等，用科技创造具有沉浸感的旅游新场景、新体验。另一
方面，科技不断提升旅游的便利化水平。既往，在线旅行社、
地图导航、天气预报等大大优化了旅游出行体验，而人工智能
的发展将进一步促进旅游市场发展，比如智能翻译有望打破不
同文化、不同语言间的交流屏障，为出入境旅游带来深刻改变。

其三，跨界融合成引擎。中国传统旅游市场正在进入“结
构性调整”时期，旅游市场更大的增量不在旅游本身，而是通
过跨界的产业融合，激发新消费、创造新产业。以海南为例，
万宁市打造“冲浪小镇”。3年前当地政府联合国家体育总局创建
了“国家冲浪训练基地”，免费为各省市冲浪队提供日常驻训服
务，并开展冲浪教练员的培训。2023年，万宁接待了40多万为
冲浪而来的游客，酒吧、餐厅、民宿、长居公寓等消费链随之
延伸，装备、赛事、培训等产业链也迅猛发展。冲浪并不是既
有的存量消费，而是体育和旅游融合之后产生的新消费。

笔者认为，目前能产生千亿以上规模的旅游新赛道至少有
四个：文体旅、文商旅、文教旅、文康旅。低空经济崛起带来
文体旅发展的新机遇；唐山宴、这有山、文和友、长安十二时
辰等“文商旅综合体”方兴未艾；研学旅游进入持续增长轨道，
激活文教旅发展潜能；高品质的康养旅游正蓄势发力，文康旅
前景可期。

其四，真诚服务是“秘诀”。淄博、哈尔滨、沈阳的“走
红”，让“宠客”成为旅游目的地发展的普遍共识，旅游目的
地、企业和游客之间正在构建“信任”的关系，有标准、有温
度、有人情味的行业服务和公共服务是旅游业壮大必不可少的

“基础设施”。
目前，旅游业正同时经历结构性调整、高质量发展、融合

性创新，这是新挑战，更是新机遇。只有尊重规律、尊重市
场、尊重消费者，才能真正实现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使之成
为名副其实的“幸福产业”。

（作者为中国旅游协会副秘书长）

青山连绵，碧水长流，翠竹摇曳，夏日的浙江省安吉县余
村满目皆绿，有风吹过，如同绿色波涛涌动。村内，来自全国
各地的游客惬意徜徉在“绿海”之中，逛乡音小馆，品乡村咖
啡，感受这座被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评为首批“最佳旅游乡
村”的新魅力。

8 月 15 日，余村又传喜讯：国际天文学联合会批准将编号
215458号小行星命名为“余村星”。

小行星命名具有唯一性、国际性和不可更改性，获得批准
后成为该天体的永久星名，是世界公认的一项殊荣。国际天文
学联合会成立了由著名科学家组成的小行星命名委员会，由发
现者提名申报命名，经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行星命名委员会审
议通过、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审核批准后，国际小行星中心在

《国际小行星通报》上发布，并通知世界各国天文台，列入每年
出版的《国际小行星星历表》。

“余村星”于2002年8月15日由设在西藏自治区的北冕天文
台台长陈韬发现，位于火星与木星之间，轨道周期为 4.00 年，
轨道倾角 4.23度，轨道半长轴 2.52AU，偏心率 0.09，直径约为
1.6公里。

缘何将 8月 15日发现的编号 215458号小行星申报命名“余
村星”？全国人大代表、余村党支部书记汪玉成介绍，2005年8
月1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考察余村，首次提出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科学论断。循着这个发展理念，余村
大变样：竹成“摇钱树”，山成“聚宝盆”，许多村民在家门口
吃上“旅游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到余村的游客除了看景、
休闲，更多的是被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吸引而来。“几乎
所有的村民都有自家的‘绿色故事’。”上海游客程先生很有
感触。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也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影响着
世界。2016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正式发布 《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中国生态文明战略与行动》报告。去年6月，十四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表决通过将 8月 15日设立为全国生态
日的决定。

国际天文学会专家们认为，余村的发展实践是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真实写照。“余村星”也将成为中国生态文明
建设成果的一张名片。

“余村星”亮晶晶
陈毛应

“余村星”亮晶晶
陈毛应

新场景、新产品层出不穷

文旅消费市场“燃”了！

今年暑期，除了水上乐园、海滨
度假等传统避暑玩法，一些游客前往
室内滑雪场所寻觅凉爽，室内冰雪游
成为暑期文旅消费新亮点。

订单量大幅增长

“我们一家人来到热雪奇迹滑雪，
室外 36 摄氏度，雪场零下 6 摄氏度，
从炎热到凉爽，跟冬季滑雪是不一样
的 感 觉 。” 一 名 体 验 室 内 滑 雪 的 游
客说。

很 多 游 客 到 室 内 雪 场 不 仅 为 避
暑，也为学习滑雪。一位来自香港的
游客说：“我在热雪奇迹初次体验了两
小时，老师热心地鼓励我，从使用装
备到上雪板都细致地指导。我现在已
经能在雪道滑行了。”

暑期，多个滑雪场推出特色滑雪
体验。成都热雪奇迹邀请四川 12 岁及
以下青少年免费体验滑雪运动，免费
提供头盔、雪服、雪板、雪鞋。不会
滑雪的小朋友可以免费上滑雪公开
课。西安热雪奇迹推出夜场公开课，
进入冷区的游客均可免费体验滑雪试
听课，此外，雪场还邀请西安各行业
的优秀代表，如军人、快递人员、交
警、教师、医生等免费体验滑雪。

苏州游客王女士带孩子前往江苏
太仓阿尔卑斯雪世界，“在夏天玩冰
雪，对孩子来说是难得的体验，孩
子充满好奇。”据介绍，阿尔卑斯雪世
界有滑雪场和冰雪乐园，其中滑雪场
有6条坡度各异的雪道，包括极具特色
的地形雪道，可满足不同阶段滑雪爱
好者的个性化需求。

记者从美团了解到，7 月以来，
“滑雪”相关搜索热度环比增长 91%，
“滑雪”相关主题笔记攻略数环比增长
52%，“滑雪”相关景区的团购订单量
环比增长 120%，成都热雪奇迹、哈尔
滨热雪奇迹、阿尔卑斯雪世界、湘江
欢乐城欢乐雪域等多家室内滑雪场迎
来暑期消费热潮。携程统计显示，7
月，室内滑雪订单量增长70%。

特色活动玩法多

去年冬季游火出圈的哈尔滨把冰
雪的乐趣延续到夏季。7月，哈尔滨冰
雪大世界“上新”一座冰雪乐园梦幻
冰雪馆，将冰雪景观“搬”到室内。
近日，梦幻冰雪馆成功挑战吉尼斯世
界纪录，荣获“最大的室内冰雪主题
乐园”称号。

游客换上羽绒服和棉鞋，进入梦
幻冰雪馆，人造雪花飘落在身上，游
客瞬间沉醉。梦幻冰雪馆有 9 个主题
分 区 和 13 个 体 验 项 目 ， 冰 雪 序 曲 、
冰雪森林、流冰云雪、雪国冰堡等景
观群，流光溢彩、绚丽夺目。冰淇
淋、甜甜圈、水果等彩色冰雕作品，
精美逼真、色彩斑斓。纱幕投影、冰
雪音乐厅、光影大厅等体验项目，让
游客沉浸式体验冰雪营造的神奇场景
和梦幻氛围。据了解，梦幻冰雪馆用
于景观建设的冰均为采自松花江的

存冰。
相比专业性强的滑雪，注重休闲

趣味体验的娱雪项目受到各类游客
欢迎。

阿尔卑斯雪世界的巴布亚企鹅互
动、极地滑梯、麋鹿探险、雪道越
野、冰上自行车、嗨嗨碰碰车等室内
冰雪娱乐项目深受亲子游客喜爱。今
年暑期，阿尔卑斯雪世界为增强游客
游玩的新鲜感和趣味性，增设了多个
娱乐项目，从高空滑行冲刺的雪圈速
滑、在动感隧道中自由穿梭的极地滑
梯，到运用雪球射击的雪地狩猎等，
都带给游客独特的沉浸式体验。

热 雪 奇 迹 在 广 州 、 成 都 、 哈 尔
滨、西安、武汉、重庆、无锡、昆明8
个城市运营室内滑雪场，提供四季玩
冰雪的体验，暑期推出了多种主题活
动。游客可在热雪奇迹无锡雪场参观
北极熊艺术馆，参加极光夜雪派对；
在哈尔滨雪场打卡 12 米高的雪人，解
锁夏日雪地旅拍；在昆明雪场体验雪地
寻宝菌子节、雪地肥皂车等；在西安雪
场观看《恐龙重生》舞台剧等活动。此
外，“雪上新生——废旧雪具大翻牌”活
动在热雪奇迹各雪场进行。游客可参
观由废旧的雪板、头盔及其他装备改造
成的精美装置，还能参与变废为宝的改
造活动，体验“绿色滑雪”。

增加优质产品供给

中国的冰雪旅游发展如火如荼，
从北方到南方、从室外到室内、从一
季到四季、从滑雪到休闲……暑期室
内冰雪游满足了人们追求个性化的需
求，激发了文旅消费潜能。

湖北文旅·武汉冰雪中心近日开门
迎客，市民和游客可一站式体验冰雪
旅游微度假。上海耀雪冰雪世界即将
与游客见面，一系列“冰雪+”的新产
品、新场景将满足全年龄段游客的度
假需求。耀雪冰雪世界已开始售票，
美团数据显示，8 月 8 日至 12 日，“耀
雪冰雪世界”的搜索热度环比增长
172%。

同程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功认
为，游客追求更为优质的消费体验是
暑期室内冰雪游受青睐的原因之一。
室内冰雪乐园非常适合亲子度假。为
进一步挖掘市场潜力、满足游客消费
需求，建议充分释放相关产业及经营
者的创新潜力和积极性，推动优质室
内冰雪旅游产品供给的增加。

中国旅游研究院战略研究所副研
究员、冰雪旅游专项负责人韩元军表
示，今年暑期，室内冰雪旅游成为文
旅消费的热点，得益于北京冬奥会成
功举办带来的全国示范效应，室内冰
雪设施在上海、广州、成都等南方城
市不断完善，越来越多民众爱上冰
雪、体验冰雪，加之今年暑期很多城
市天气非常炎热，这也助推了室内冰
雪旅游热。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室内
冰雪旅游将持续成为投资商、运营商
和地方政府重点支持的领域，从盈利
能力和吸引力等方面来看，室内冰雪
游是旅游新业态的优质领域，值得持
续关注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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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在江苏太仓阿尔卑斯雪世界滑雪。

游客在广州热雪奇迹体验冰滑梯。

游客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欣赏冰雕。

游客在无锡热雪奇迹感受夜滑。 本文配图均为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