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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 年起，“大数据”成为全球
热门的互联网热词，被用来描述和定义信
息爆炸时代产生的海量数据。它到底有多
大？一组来自互联网的数据显示：一天之
中，互联网产生的全部内容可以刻满 &*!%

亿张 /0/；发出的邮件有 +$(' 亿封之
多；发出的社区帖子达 +''万个……

+'&+ 年 &+ 月，英国人维克托·迈
尔·舍恩伯格所著的《大数据时代》 在我
国出版，他在书中指出，大数据带来的信
息风暴正在变革我们的生活、工作和思
维，大数据开启了一次重大的时代转型。
而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加里·金说：“这
是一场革命，庞大的数据资源使得各个领
域开始了量化进程，无论学术界、商界还
是政府，所有领域都将开始这种进程。”

那么，在这时代的转型中，旅游业又
将如何应对？

挖掘大数据

山东省旅游局局长于冲认为：“旅游
是一项庞大、复杂的经济社会活动，利用
来自各方面的数据进行产业运行情况分

析，进行产业运行监测，对产业实施有效
管理，是推动旅游业科学发展、建设现代
旅游产业的必要手段。”而今年年初召开
的山东省旅游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以移
动互联网应用为重点，以大数据应用为核
心，提升产业现代化水平。日前，山东省
旅游局副局长王元生对外宣布，"月，山
东省旅游旗舰馆（店）将上线运营，这一
动作被视为山东省在大数据时代交出的首
份成绩单。

按照山东省的发展思路，将整合公
安、交通运输、环保、国土资源、城乡建
设、商务、航空、邮政、电信、气象等相
关方面涉及旅游的数据，同时与百度、谷
歌、淘宝等主要网络搜索引擎和旅游电子
运营商合作，建立社会数据和旅游及相关
部门数据合一的旅游大数据资源，推行旅
游的数字化管理，开展数字化营销，以达

到与旅游业网络化、散客化、大众化的发
展趋势相一致的目的。

于冲指出，在游客以“亿万”计数的
时代，对旅游业市场进行细分，制定正确
的发展规划，简单的统计和定性分析已远
远不能满足。

众多旅游企业同样认识到了这一点。
“五年之前、十年之前，说大数据挖掘，
基本不太靠谱，因为基础存量不够。而今
天，谁忽视了这个大数据挖掘，我相信就
没有明天了。”携程旅行网总裁范敏认为，
当今中国的大数据已具备一定的成熟度，
通过数据挖掘以及整合营销，可以产生非
常巨大的产业收益。大数据正在发挥着帮
助旅游主管部门、旅游企业形成判断的作
用。

掘金大数据

目前，微博、微信、视频网站、社交
网站等都产生以亿计的数据。这其中既包
括预订网站中用户的预订频率、价位，也
包括旅游攻略网站中用户对酒店床垫软硬
的评价、对旅游景点公共服务设施是否齐

全的描述，这些信息可能是文字，也可能
是图片或视频音频。

范敏指出，如何有效地利用这些数据
进行有效的商业智能挖掘，将会成为一个
企业做强做大的必由之路。正如一家媒体
所言：“宛如一座大金矿，大数据散发着
令人难以抗拒的财富气息。”一批以“大
数据”为标签的旅游企业创立，包括旅行
计划网站、社交旅游网站、酒店整合搜索
引擎、酒店声誉管理公司、有关餐厅质量
检验的数据收集平台、个性化酒店预订提
供商等。
“在大数据时代，如何能够把通过各

种途径抓取过来的数据，有的放矢地设计
成个性化服务，这是非常重要的。”范敏
说。旅游网站能够根据旅游者的具体需
求、爱好和此前的购买行为，为不同的旅
行者提供不同的选择，而不仅仅是基于旅

行者的类别提供大众化的选择。
例如，目前国外已经在进行这样的旅

游服务尝试：客户定了一张飞机票，但是
由于大雨，赶到机场需要一个半小时，可
能会赶不上航班。此时服务供应商知晓客
户的所在位置，并计算出达到机场所需的
时间，于是马上推送一个通知给客户，并
帮助预订下一航班。大数据技术在大量数
据中发现规律的能力，使得那些拥有大数
据项目的企业能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向消费
者销售旅游产品。

大数据带来新挑战

众所周知，旅游业是典型的体验式经
济。而这种体验不仅会存留在顾客的记忆
中，也会以点评的方式发布在网络上。
“酒店就在景山公园东门，位置相当

好，老板是湖北人，挺有心的一个人，庭
院式酒店，虽然地处北京中心地带，也是
很旺的旅游点，但里边非常安静，院内的
葡萄架长起来后，夏天坐在葡萄架下喝喝
茶，看着天空发发呆也很不错，不过千万
不能开车去，在老胡同内，没地儿停车

哦。”这是一条发布在携程预订网上的住
客点评。类似于这样的点评散布在网络的
各个角落。据统计，+'&+年，通过携程、艺
龙、同程、去哪儿以及大众点评、驴评等网
站，共收录到的酒店点评信息近 %''万条，
覆盖 (万多家国内酒店，平均每天产生 +

万多条点评。与此同时，通过微博发布的酒
店体验信息更是不胜枚举。

海量的点评数据，往往会让旅游业者
感到没有头绪。而网络信息的快速传播会
加大差评的影响力度，倘若旅游企业对相
关数据处理滞后，则会影响企业形象。与
过去游客单纯通过行业投诉电话反映意见
不同，网络点评具有及时性、扩散性，如
何智慧地运用这些点评，从而扩大正面影
响，降低负面影响，将是旅游企业面临的
新课题。而这类大数据带来的新挑战，已
经越来越多地摆在旅游业者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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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旅行者，面对

美景,心动手也动。喜爱

画画的，迅速展开速写

本，用铅笔抻几根线条，

配上几行文字，就勾勒出专属于自己的心情和行踪。

手绘旅行正当时。它所描绘的，每每是心中独有的

小波澜、小意趣，日后翻览更觉有味。一位女手绘驴友

说得好：“手绘旅行，虽会占用旅行时间，但只要一想

到———我像一只小蜜蜂，盯在风景的花蕊上，细细地吸

吮精华，我就心满意足了。景在身边，笔在手下，风在耳

边吹，世上还有哪种情愫能与此媲美？当然旅行也要讲

效率，所以手绘选择的画面，我只画沿途美好的，喜欢

上的，画自己心动的一幕，也画别人的惊叹。画真实的

风景，也画自己在风景中的白日梦。”在旅游途中，她看

到男友戴着眼镜认真研究地图，就把这个专注的瞬间

画出来，这是她手绘旅行的第一幅作品。“我喜欢跟生

活有关的场景。信笔涂鸦，用绘画代替感触，颇有一箫

一剑走江湖的味道。”

旅游讲究个性。手绘旅行，便是寻找一种独妙境

界。邻家阿弟到婺源看菜花，有点儿痴迷的感觉。他说，

自己被包围在黄色的海洋中，画不出遍地黄花的神韵，

于是就画一枝一叶的笑意。同去的阿妹，则用照相机摄

下了几百张照片。阿妹笑阿弟仅画了十几张手绘速写，

阿弟笑了：“我画的是心里的景，不在乎多。”

旅途中，一旦用铅笔描绘眼前的景色，哪怕一幅手

绘最佳线路地图，也是温情迷人。旅游者在自绘地图

上，把景点用纤秀的小楷标注，行走的路线用粗细不一

的箭头指出。最后，在地图空白处寥寥几笔，画两个人

手牵着手一路奔跑，就有了“比风景还诗意”的感觉。

台湾女孩张佩瑜的书《土耳其手绘旅行》，让人有

眼前一亮的感觉。重庆《电脑报》编辑虫虫，手绘旅行

书《跟我去香港》，画了她多次行走香港的旅途见闻、生

活百态、购物攻略和地铁线路图等。书中充斥无所不问

的好奇，还有细致如发的观察，把许多人看不见的香

港，画得活色生香。

手绘旅行为心灵服务，也为旅行服务。旅途之中，

一个人会遇见很多美丽的风景，会发生很多有趣的故

事，画者只须定格最精彩的一瞬，用简洁线条表现出

来。其实，当“手绘”与“旅行”握手，画得好不

好，无所谓，只要亲手画就够了。即便绘画技术一

般，只要记录旅途中可爱、可笑、有趣的细节，配上

文字解说和内心独白，就可以比照片更动人。

旅游漫笔

手绘旅行正当时
付秀宏

大数据正在悄悄走进我们的生活，并改变着我们的未来。 （CFP发）

（雷锋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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嶕峣山的万亩槐花开了，我的心也飞到了那里。
嶕峣山是河南洛宁境内北边平野上兀立而起的大

山1海拔 &&'' 余米，“立天挡云雨，俯视万亩田”。
古往今来1不少文人骚客均曾在此留下了优美的诗篇。
不过我喜爱的，是它的现今。因为它身上披着万亩槐
花，在别处春尽芳菲的时候，它却花开遍野。

槐树生命力极强，无论肥地瘦地它都能生存，每

年阳春三月满树开花。槐花清香味很浓，花型像孩子
的小脚，成穗状整齐地排列。花开时，会引来很多蜜
蜂采蜜。妈妈曾经告诉我，在困难时期，槐花是村里各
家各户的保命粮。每每槐花刚刚现出花蕾，乡亲们就开
始用插杆拧，用钩镰勾，将槐花采下来，放进热水中过
一下，再摊在太阳底下晒干储藏。干槐花在吃的时候只
要用温水一泡，马上就会回复原样。捏出水分，再拿蒜
汁凉拌，或拌面清蒸，都非常好吃。这或许就是当年光
秃秃的嶕峣山变成万亩槐花海洋的缘故吧。

经过人们几十年的着意打造，目前嶕峣山展现出
十几万亩的槐花林。它们层次分明，次第开放。最先
是上万亩山脚的槐花灿然绽蕾，那香气随着山风荡
漾，浓得似乎能滴出蜜来。待它们快要谢幕了，高处
的槐花又绽放出迷人的神韵。嶕峣山的魅力，就在于
它用调节花期先后的方式延续着春光。

嶕峣山

万亩槐花开
宋殿儒

在有着“天下第一诗村”美誉的安徽省池州市杏
花村，我极力迈出诗意的脚步，踏上杜牧曾经走过的
麻石道，沿路那些古老的井圈、石凳、石磉，莫不彰
显这个村庄悠远的年轮。顾盼间，我们看见近处的一
面墙，工整地镶嵌着一排碑刻，皆字迹斑驳，古朴而
凝重。其中一方残碑，本为“杜牧”的落款，竟成了
“土牧”，给人一种真实可信的感觉。残缺本为憾事，
但在此处，反而成就一种美，一种真实无欺的美。

来到“古井院”，赫然而见那口神秘的古井，它是杏
花村里最具资格的正宗原居民。麻石质的井圈，刻录着

岁月光顾的痕迹，光
滑，却不失深沉；那井
中的清泉，正沿着唐朝
的水路汩汩而来，质地
明澈，甘醇诱人。忍不住
提起井边的木桶，杏花
村的先民们，正是用这
一根绳索，凭此一吊木
桶，汲取大地深处的精
华，和着杏花的弥香，酿
制出甘醇绵厚的绝世美
酒，让晚唐池州刺史杜
牧禁不住一番畅饮，写
出名传千古的《清明》。

闻着酒香，我们又来到村中的酿酒坊。我央求酿
酒师傅让我来一次操作，却发现西装革履的我，与这
古意的酒坊格格不入。那些徽派建筑的老屋，把岁月
的沧桑，把历史的厚重涂抹得无处不在。

清初，杏花村人郎遂编纂的《杏花村志》，成为全
国唯一收入《四库全书》的村志。怀着敬意，我们走
进了“村志馆”。立时，我被那些农耕时代的器物所吸
引———斗笠、蓑衣、木犁、耖耙、水车……我的脑海
里不由得闪过这样的情形———房舍俨然，阡陌纵横，
田园成片，桑麻相间，炊烟袅袅，酒幡飘扬……

在我的家乡宁波市瞻岐镇，有一条 2 形老街，那是
一条八尺来宽的石板巷道。记得当年巷道两旁，店铺林
立，这儿曾一度是家乡主要的商贸中心。农家田地上收获
的蔬菜瓜果，渔家浅海滩涂中捕捞的蛏蛤鱼虾，都拿到这
条老街上来交易。因此，老街每天总是热热闹闹的，尤其
是鱼行所在的那一段街面，生意更是出奇的兴隆。每天鱼
货一到，鱼行门口立刻摆开一长溜装满海鲜的圆篰篮。那
亮晶晶的黄鱼、鲳鳊、白虾、红绿头，色彩斑斓的青蟹、
白蟹、石斑蟹……让人看得眼花缭乱。那是鱼贩们以最快
的速度从海边挑运过来的。他们以批发价从渔民的船舱里

提取鱼货又急匆匆赶往老街。为图鱼货新鲜，鱼贩们双肩
轮换，一路疾行，途中并不歇脚。

鱼货一到，老街鱼市便活跃起来了。鱼行里的人抄起
大海螺鼓着腮帮一吹：“嘟———嘟———嘟！”这熟悉的螺
号声告诉人们“日潮货”到了！于是，老街很快挤满了从四
面八方围拢过来的顾客。人们提着竹篮挑选着自己喜欢的
鱼虾，这时候，最忙碌的是鱼市里的“秤手”了。他一边称货，
一边报账，应接不暇。老秤手有一手快算账的绝活，只要他
一按准斤量，便可立刻报出金额来，分毫不差。秤手用拖着
长音的唱诺报账，煞是好听：“祥———祥上账！小虾———！一
角八分！”“祥”是鱼贩的名号，账房一听，便会把这笔账记
在祥字号的名下，待收市后再结账。十来斤重的马鲛鱼，当
街宰杀，大鱼切成了小块，一下子就被候在旁边的顾客们抢

个精光。当鱼市散尽，那些透骨新鲜的鱼虾早已成了家家餐
桌上美滋滋、香喷喷的下酒佳肴了。

老街的鱼市属于潮水市，平时空空荡荡，货到热热闹
闹。因此，有人曾用“神仙———老虎———狗”来形容家乡
的鱼贩子。逢小水潮，这些鱼贩们喜欢凑在庙角里晒太
阳，海阔天空地吹牛，当街喝老酒，真似神仙一般；大水
潮一到，他们拿起扁担撒开双腿去贩鱼，就像老虎扑食一
样勇猛；当鱼货卖光，鱼市散尽，那紧张的神经便一下子
松弛了，他们又会像狗一般懒懒散散。其实，鱼贩们是相
当辛苦的，特别是在夜潮头里贩货，得在夜间赶路，用来

照明的也只有天边的一弯残月和几颗星星。要是碰到农忙
“双抢”季节，鱼贩们就得打起“游击战”。他们走村串巷
挑着鱼虾送货上门，边挑边喊：“买下饭啰！”待一担鱼
货卖完，人也口干舌燥，四肢乏力了。用他们自己的话来
形容：“嘴巴喊得出莲花，脚骨奔嘞弹琵琶”。

每年 %月，是东海边白蟹旺发的季节，那时，几乎家家
户户都要磨蟹酱，备“长年下饭”。而家乡老街的鱼市也差不
多每天都能销售上千公斤的白蟹。在这些日子里，你随便从
哪家门前经过，总能听到“咕格吱”、“咕格吱”的石磨声。

一晃 #'年过去了，家乡的老街还在，店铺的痕迹犹存。
然而，露天鱼市早已成为了历史，如今替代它的是一座矗立
在新村别墅中的新街综合贸易市场。

图为鱼市 徐昌平摄（浙江新闻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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