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业态折射新需求
从注重“有无”到在乎“品质”，旅游消费需求不断升级

当前， 我国旅游市场仍然保
持快速增长。中国旅游研究院（文
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发布的《中
国旅游消费大数据报告 2018》显
示， 去年我国国内居民出游力指
数再创新高，达到 17.8%，旅游消
费大众化已成为趋势。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旅游系副

教授翟向坤认为，旅游消费需求升
级是世界各国旅游市场发展的基

本规律。 随着收入提升，人们对出
游的品质和体验也提出更高要求。

在日前结束的第七届北京惠

民文化消费季中，全市 16 区推出
各类文化惠民举措， 包括低票价
惠民演出 、 文化消费补贴等 。
《2019 年北京市文化和旅游促消
费措施十二条》提出，以惠民消费
季电子消费券为手段打造文化惠

民标杆， 继续面向北京地区消费
者发放 5000 万元北京惠民文化
消费电子券， 充分发挥其精准支
持和激励引导作用， 培育供给侧
与需求端良性互动的市场机制。

在重庆， 政府部门引导培育
“智慧旅游”升级版，通过推进“旅
游云”建设，实现旅游公共服务、
电子商务、品牌推广、统计管理、
实时监控、数据共享交换等功能。
受益于此，重点旅游景区数字化、
智能化水平得到提升， 一批智慧
景区、智慧酒店、智慧旅行社、智
慧旅游小镇发展起来， 游客的多
层次、多样化需求得到更好满足。

“文化游、工业游、研学游等
旅游新业态的大量涌现， 得益于
国家政策层面的引导， 也受到游
客对旅游产品文化内涵需求的驱

动。 ”中国旅游研究院副院长唐晓
云认为，各级文旅部门的组建，让
文化产品与旅游市场需求的对接

更加紧密， 为文旅产品增加供给
带来便利条件。 一些地方陆续推
出各种惠民政策， 加快旅游产业
供给端升级， 满足居民文化旅游
消费需求。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 为文旅
产品的开发提供了丰富素材。 传

统民俗、民间文化，在旅游市场正
焕发出新魅力。 据中国旅游研究
院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调
查，去年春节期间，参观博物馆、
美术馆、图书馆和科技馆、历史文
化 街 区 的 游 客 比 例 分 别 达

40.5% 、44.2% 、40.6% 、18.4% ，观
看各类文化演出的游客达到

34.8%。 “文化旅游的吸引力可见
一斑。 ”翟向坤说。

“从注重 ‘有无 ’到在乎 ‘品
质’，游客的消费观念发生很大变
化，我们也必须紧紧跟上。 ”河北
石家庄七彩森林景区销售部经理

吴静说， 如今， 游客不再满足于
“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式的旅游，
而是更希望深度游。以住宿为例，
今年进入旅游旺季， 七彩森林景
区内舒适度更高的高端酒店，房
间很快被预订一空。 为更好地满
足游客需求， 景区又陆续推出了
森林西餐、七彩灯光秀、无人机表
演等特色项目，也都受到欢迎。

（据《人民日报》）

新业态带来新体验
旅游新业态可用“参与感”“沉浸式”“互联网+”三个词来描绘

“在这里，我既看到江南水乡
的美，又领略到江南文化的美，很
惬意。 ”近日，上海市浦东新区某
金融企业员工李辉带着家人，自
驾来到浙江杭州富阳区旅游，感
受到当地文旅融合发展的魅力。

李辉说，走在村子里，一幢幢
鳞次栉比的乡间村居和田园风光

交织成一幅生活气息浓郁的水墨

画。百余幢遗存的清末民初建筑，
更是带人穿越历史， 了解一段别
有韵味的文化。

到了晚上， 李辉一家人住进
东梓关村江边的民宿， 先是品尝
当地的江鲜， 而后在院子里支起
桌子， 和家人一边品茶， 一边聊
天。 “两天行程下来， 真的很难
忘。 ”李辉说。

和东梓关村一样， 文化正成
为全国很多景区发力的重点。 文
化与旅游的结合， 让文化可以更
好地走向 “远方”， 旅游也更有
“诗”意。 文化景观、旅游演艺、主
题公园、特色小镇、文创开发、文

化节庆……各种文旅融合发展新
模式纷纷涌现， 给游客带来一场
场文化味更足的旅游盛宴。

随着旅游消费升级，较之传统
旅游，人们如今对旅游体验提出了
更高要求。 住进民宿感受当地风
俗、 戴上 VR看一场超级大片、穿
上古装来一场穿越之旅……拥有
更多体验感和参与感的沉浸式旅

游越来越受到游客的追捧。
“参与感”， 是旅游新业态的

关键词———
在河北省第四届省旅发大会

观摩项目中， 鹿泉工贸旅游创新
区成为人们的“打卡”热点。 在该
区的君乐宝奶业小镇， 不少家长
带着孩子开启了一场以牛奶为主

题的研学之旅。 作为国内首家将
牧场、工厂、牛奶文化科普与工业
旅游有机融合的工业旅游景区，
在这里， 游客不仅可以观看一杯
酸奶从收奶、配料、发酵、灌装到
打包的生产全过程， 深入了解酸
奶的起源发展、科普知识，还能和

奶牛来一场近距离互动。
“沉浸式”， 是旅游新业态的

新看点———
“以前外出旅游， 更喜欢住标

准酒店。 现在外出旅游，基本上都
会住民宿。 ”北京市海淀区一家互
联网公司员工辛迪是个资深 “驴
友”。在他看来，人们更加青睐民宿
的一个重要原因， 是能享受一次
“沉浸式旅游”， 和民宿的房东聊
天、感受当地风土人情，而不再仅
仅是把住处当成一个睡觉的地方。

“互联网+”，是旅游新业态的
新特征———

动动手指，即可网上预约门
票 ，然后刷脸入园参观 ，省去排
队烦恼；扫描二维码，景点介绍在
线播放，一边观景一边听讲，方便
又有趣；景区高峰期有多少游客，
通过大数据技术就能预判，有助
于缓解节假日热门景点拥堵问

题……这些智慧旅游新服务，正
在成为越来越多景区的 “标配”，
给游客带来更好的出行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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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参与感强、文化味浓的旅游新业态纷纷崛起

沉浸式旅游带来新体验
2019 中国国际旅游交易

会日前在云南昆明开幕。在现
场一个个展示区内，逛展游客
既可以品尝文创食品、购买文
创产品， 还能参与角色扮演、
现场制作云南特色手工艺品，
丰富多样的文化旅游体验，让
人们流连忘返、大呼过瘾。

这些年，随着旅游供给侧
改革的不断深化，一批参与感
强、文化味浓的旅游新业态纷
纷崛起。 这些新业态，不断刷
新人们出游体验，成为旅游市
场发展新的增长点。

七大措施
点亮冬季“夜京城”

冬季主题灯光秀、 博物馆文化馆延时经营、冰
场雪场设夜场、老字号延时营业……为持续打造有
品质有特色有温度的“夜京城”，日前，市商务局发
布 7 大措施，从深夜食堂、文化体育活动、灯光秀等
多角度，丰富“夜京城”冬季消费供给。

自今年 7 月北京推出“夜间经济 13 条”以来，
三里屯、五棵松、前门和大栅栏等“夜京城”地标，蓝
色港湾、荟聚、簋街等“夜京城”商圈，以及天通苑、
回龙观、常营等“夜京城”生活圈纷纷延时经营、推
出丰富活动，带来了不同于以往的夜消费体验。

冬季来临，虽然天气转冷，但夜经济并不会降
温。 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为更好地满足市民
品质化、多元化、便利化的冬季消费需求，在巩固夏
季夜间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本市坚持“市场主导、政
府引导、分类培育”原则，推出 7 方面措施，不断丰
富“夜京城”冬季消费供给，营造有温度、安全有序
的消费氛围，提升消费体验。

这 7 项措施包括开展冬季主题灯光秀、 灯光
节、灯会品牌活动，开展冬季夜间文化主题活动，冬
季夜间体育健身活动，策划冬季夜间经济促消费品
牌活动，引导博物馆文化馆延时经营，持续打造冬
季深夜食堂，加强冬季夜间经济宣传推介等。 夜间
文化体育活动将成为冬季夜经济的重要支撑。部分
博物馆文化馆将延时经营常态化，自助图书馆实现
24 小时开放，部分商圈和企业开展夜间读书会、夜
读季、夜间市集、夜间品鉴和夜间音乐沙龙等活动。
为满足冬天冰雪运动的热情， 本市还将在滑冰、滑
雪场开设夜场，满足夜间消费需求。

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月底前将面向消
费者推出《“夜京城”消费指南》冬季版，聚焦夜京城
地标、商圈和生活圈等消费点位，汇集吃喝玩乐游
购娱等多场景、多业态夜间消费信息，多渠道引导
夜间消费。 （《北京日报》）

中国雪乡
“智慧”升级打造智能景区

雪季来临，位于黑龙江省的中国雪乡旅游景区
于 11 月中旬正式开门迎客。 今冬，雪乡“智慧”升
级，力求为游客提供更好的服务。

据雪乡智慧景区综合管理平台经理任建鹏介绍，
“智慧雪乡”体系由智慧管理、智慧服务、智慧营销、智
慧保护四部分构成，于 2017年 10月投入使用，今年
进行了二期升级，主要的“智慧”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刷脸”入园化繁为简。 目前，雪乡景区已
实现全票种全通道人脸识别入园，成为黑龙江省首
家全面采用该技术的景区。 以往，线上购票游客入
园要验身份证，线下购票的要验纸质票，而“刷脸”
入园有效提高了景区售票检票效率。游客“刷脸”入
园后，其面部信息 48 小时有效，期间出入雪乡无需
其他凭证。

二是安保网络“目明声洪”。 500 多个摄像头时
刻紧盯雪乡各山门和主要街道，发现踩踏等事故风
险时， 覆盖园内 23 个区域的网络广播系统可发出
预警提示，疏散人群，保障游客的人身安全。如游客
要找走散的旅伴，也能通过广播系统发布信息。

三是服务优劣“众智来评”。 今年，为了促进雪乡
商家提升服务质量，景区管理方加强建设“雪乡大众
点评”体系，要求店家挂出统一样式的门牌，上有二
维码；游客一扫，就能在雪乡官方平台评价或投诉商
家。 景区同时安排专人处理游客的投诉信息。

“我进景区体验了‘刷脸’功能，非常方便。 ”来自
深圳的游客杨女士说，“进出景区都不需要出示票
据，节省了大家宝贵的旅游时间。 ” （据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