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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导报

强信心 稳经济 促发展

在“陇上江南”甘肃文县

品西北美食、在西南边陲云南

和顺古镇打卡“中国最大乡村

图书馆”，在浙江安吉县边品

尝咖啡边欣赏“小冰岛”的湖

光山色……你或许不知道，在

热门旅游城市和景点每逢节假

日必“人从众”的当下，很多

人已经将目光锁定了县城，县

域旅游逐渐火热了起来。

这不是社交媒体营造的一

种“繁荣”假象，而是有着数

据支撑的。《全国县域旅游研

究报告2022》显示，2022年全

国县域旅游综合实力百强县平

均实现旅游总收入 1 4 5 . 3亿

元，平均接待游客总人数为

1 3 2 6 . 2 7万。某机构发布的

《2023年五一假期旅游预测报

告》中，浙江长兴、云南芒

市、福建平潭等地成为“热门

黑马地”，旅游订单较2019年

增长了157%。

县域旅游的火爆，看似偶

然，但其实也自有道理。首

先，县城往往自然风光优美，

旅游资源丰富且有特色，对于

平时紧张忙碌的都市人来说，

自带“逃离城市，回归田园”

的美好滤镜，吸引力强。二

则，没有对比就没有差距，热

门景点在节假日的火爆“劝

退”了很多出游者，他们转而

将兴趣投向了更小众、不用大

排长龙、参与度和体验感更好

的“小地方”，而且县域旅游

在门票、住宿、饮食、购物等

方面也更具性价比优势。三

则，社交平台的发达，让那些

隐藏在县城的美景、美食等资

源得以被更多人看到，线上的

流量很容易转化为线下的旅游

行动，吸引很多人前往打卡。

不难看出，目前县域旅游

的发展，仍以市场为主要推

手，依靠县域自身的旅游资源

优势和游客的主动发掘“双向

奔赴”。这既是县域旅游的一

种优势——— 市场这只“无形之

手”的作用，往往比人为力量

的作用更持久有效，让真正有

特色、受欢迎的县城脱颖而

出，且能在动态竞争中实现

“良币驱逐劣币”，促使县域

文旅市场不断走向优化升级；

但同时，它也有一定的随机性

和被动性，比如社交媒体对于

网红旅游打卡地的曝光，往往

有扎堆、跟风现象，与其本身

的文旅价值并不完全匹配，一

些县城可能因为网红、大V打

卡而“名过其实”，一些低调

的“宝藏”县城则可能在一片

喧嚣中被埋没。

因此，尊重和顺应市场是

一个方面，县城主动而为，有

规划、有部署地发展旅游产

业，同样必不可少。这既包括

在政策布局上，充分挖掘、整

合县域旅游资源，研究旅游发

展定位和特色，制定旅游发展

规划，有意识地走差异化发展

道路，打造契合市场潮流的个

性化旅游产品和体验；也包括

大力发展与旅游业相关的产业

和配套服务保障，比如改善交

通，在高铁、长途汽车、自

驾、县域公共交通等方面做到

能有则有、顺畅接驳，完善景

区餐饮、停车、卫生间等接待

设施，提高景区接待能力和服

务水平等。地方可以小，景点

可以小，但服务和体验感不能

“缩水”“打折”。如此，才

能吸引新游客，又能积攒“回

头客”。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

一些地方的旅游市场出现了诸

多不和谐画面，比如有村民拦

住过往游客的车辆讨要钱财，

一些景区周边的商家拒绝游客

正常的退房要求，还有些不文

明游客在游览时乱扔垃圾、破

坏环境等。当然，这些现象不

只是发生在县域旅游中，但它

们都是关系旅游业健康发展的

大事，县域旅游发展对此需要

引起重视、有妥善应对之策，

这考验地方政府和职能部门、

基层执法者的能力和智慧。从

更深层次来说，诸如本地群众

对于发展县域旅游的认同感和

参与度，还涉及如何让全县人

民共享旅游业发展成果的成色，

以及如何让旅游业反哺其他产业

和社会事业发展，这又是实实

在在的民生问题。

（汪灿）

原本静谧的县城开始热闹喧哗

“县域旅游”怎么就火了

◆导报记者 戚晨 济南报道

泰山泥塑、泰山豆腐宴、

济南皮影、鲁班锁、周广胜木

梳、东营黄河宴……5月19日，

2023年“中国旅游日”山东会场

活动在泰安举办，活动现场展

示的非遗民俗、特色美食、文

创产品，让游客近距离感受

“好客山东”的魅力。

随着文化和旅游加速融

合、市场不断发展，山东文旅

消费需求呈现明显升级趋势，

文旅融合正焕发“新活力”。

经济导报记者了解到，5月“中

国旅游日”主题月，山东各市

文旅部门精心组织策划近1300场

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推出630

余项利民惠民政策措施，创新

旅游服务和产品，满足公众多

样化、个性化旅游需求，交出

亮丽成绩单。

创新旅游供给正当时

游客如织、一票难求，山东文

旅市场已然恢复元气，提供优质

的文化旅游供给正当其时。

“五一”过后，济南的多

个文旅景区依旧保持着高位客

流量。 5月 2 1日，济南天气阴

沉，还伴有小雨，但山东科技

馆的热度不减，山东美术馆、

山东博物馆也是如此。随后，

经济导报记者来到济南动物

园，当天11点，其正门入口，游

客们仍在排长队等待进入，亲

子游、全家出行热度火爆。

位于青岛的小红楼美术馆

被很多外地游客看成青岛旅行

的最佳拍照打卡地，美术馆院

子里，设置了近20个网红打卡

点。“五一”假期，小红楼美

术馆单日最高客流量达到6000

人，单日最高营业额接近10万

元，几乎达到同体量商业的

“天花板”级别。

“我们的服务流程经过不

断优化，饮品和文创的选择上

都非常丰富，文创产品高峰期

一天能卖出1000多套，供不应

求。门票仅售9 . 9元，主要是为

了优化美术馆的秩序、提升游

客的体验感。如果在美术馆买

饮品、文创等，都可以抵扣，

相当于门票没有花钱。”美术

馆主理人孟繁荣接受采访时表

示，在新媒体推动下，景区团

队持续不断地在不同平台进行

推广，吸引着客人到店，完成

商业转化。

据了解，为了丰富旅游供

给，“中国旅游日”主题月期

间，泰安发布研学游、自驾

游、生态游三条特色主题文旅

线路，让游客感悟泰山文化，

亲近绿水青山；烟台发放100万

元文旅惠民消费券、 1 0 0万元

“仙境烟台游”平台惠民消费

券，开展“烟台十二时辰”旅

游嘉年华活动；淄博举办潭溪

山荒野行动、马鞍山首届全民

登山节等六大特色活动，推出

全市重点景区免费开放日等26项

旅游惠民举措。

消费新场景受青睐

5月20日晚，九女峰·沉浸

式景区开园，夜幕下的山谷

“繁星”点点。依托虚实共生

技术，泰安市岱岳区全新打造

星空邮局、露营帐篷、萤火丛

林等场景，策划推出“故乡的

月”沉浸式演出，高品质呈现

文化氛围浓厚、科技体验十足

的九女峰沉浸式景区。

据介绍，山东不断创新消

费场景，重点打造“点亮星

空”的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

推出夜游、夜购、夜娱、夜秀

等新产品新业态；策划推出一

批节事活动，举办啤酒节、消

夏音乐节等，让文旅活动精彩

不断，为广大游客打造有魅

力、有人气的文旅体验场景。

同时，持续优化旅游环境，加

快推进智慧文旅建设，完善旅

游服务体系，净化市场环境，

不断擦亮“好客山东 好品山

东”金字招牌。

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

授臧丽娜表示，文旅市场提振

复苏，尤其是“五一”小长假

出现小高峰，这样的现象改变

了旅游业的产品结构，衍生出

旅游者新的信息接触方式和产

品消费方式。

经济导报记者走访中了解

到，文博看展、文化演艺、国

风国潮热成为旅游新风尚 ,“旅

行+演艺”“旅行+看展”“旅

行+刷博物馆”受到市场青睐。

“中国旅游日”主题月期间，

山东各地相继推出看展式社

交、国风汉服、围炉煮茶、音

乐雅集等活动，演唱会、音乐

节所在地周边的酒店预订量同

比升高，旅游在周边消费场景

的溢出效应愈发明显。

山东持续加力打造新场景，

推动文旅消费“策马奔腾”。山

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

王春生介绍，从2023山东省旅

游发展大会开始，山东持续开

展“畅游齐鲁 乐享生活”主

题旅游年活动，聚焦各地新近

打造的一批文旅融合特色街

区、夜间旅游集聚区、智慧商

圈等文旅项目，全省16市创意推

出100多项主题活动，围绕春、

夏、秋、冬四季，重点推出“山

东网红打卡地”，不断解锁“好

客山东”新场景、新体验、新

玩法，满足新需求，引领新消

费。

激发文旅潜力增信心

随着文旅市场迅速回暖，旅

游消费需求进一步释放，山东抓

住机遇丰富产品供给，激发文旅

消费潜力。经济导报记者从2 0 2 3

年“中国旅游日”山东会场活

动上获悉，山东文旅市场强劲

复 苏 ，拉 动 旅 游 消 费 效 果 明

显。据统计，刚刚过去的“五一”

假期全省接待游客4612 . 1万人

次，实现旅游收入363 . 9亿元，分

别为 2 0 1 9年同期的 1 2 0 . 3 %和

110%，游客总人数、旅游收入和

过夜游客数均创新高。

携程发布的《2023年五一出

游数据报告》显示，济南、苏

州、天津、郑州、沈阳等城市

凭借超强吸引力，荣登“五

一”最强周边游“吸金力”前

十名榜单。济南此次高居榜

首，主要得益于山东全域旅游

发力，济南作为省会枢纽，承

接了周边城市的旅游需求。

“从旅游线路结构看，海滨

游和人文历史游是假期外省游

客到山东旅游的两条主线。海

滨游的热门目的地主要以青

岛、烟台和威海人气最高，相关

海滨度假产品、赶海体验等深

受欢迎；人文历史主要是泰山

文化、儒文化等历史人文类为

主 ，泰山、曲阜三孔等最受欢

迎。”山东省启明星旅游咨询有

限公司总经理沙子田接受经济

导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出游方

式方面，小团定制、私家团、

家庭团等是比较主流的跟团游

方式，旅行社自3月起接待了江

苏、河北、河南等临近省份的

多个旅行团。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

是山东文旅的“老朋友”，十

分关注“好客山东”的内涵建

设。“好客不好客，除了一些

具体举措以外，更要通过日常

生活的温暖打动人。”他表

示，擦亮“好客山东”品牌，

要从主人的倡导更多走向客人

的感知。面向大众旅游，要更

深入地研究游客新时代的新需

求，推动旅游业提档升级。

王春生表示，山东文旅资源

丰富，正加快国家文化公园和

“四廊一线”文化体验廊道规划

建设，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

持续擦亮“好客山东 好品山

东”品牌，增强了文旅企业投资

山东的信心。

山东630余项惠民措施激发文旅消费潜力

“好客山东”再出圈 旅游供给正创新

从旅游线路结构看，海滨游和人文历史游是假期外省游客到山东旅游的两条主线。

擦亮“好客

山东”品牌，要

从主人的倡导更

多走向客人的感

知。面向大众旅

游，要更深入地

研究游客新时代

的新需求，推动

旅游业提档升级

初夏时节，阳光明媚，正

是旅游休闲的好时节。在刚刚

过去的“五一”小长假，山东

各地迎来了一波又一波远道而

来的“热情”。在2023年“中国

旅游日”之际，山东以“好客

山东 幸福旅程”为主题，推

出系列“文旅大餐”，在整个5

月采用线下线上相结合的方

式，以“主题月、主题周、主

题日”的形式开展一系列宣传

推广活动，进一步提振旅游从

业者信心，激发旅游市场消费

潜力，促进文化和旅游市场快

速恢复和发展。

当前，旅游正日渐成为人

们美好幸福生活不可或缺的

“身心体验”。饱览祖国各地

秀美山河，感受各地灿烂文化

魅力，放松心情、增长见识、

享受生活。从长远来看，消费

者对旅游的巨大需求没有变，

旅游市场发展的巨大潜力没有

变，旅游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趋

势也没有变。随着节假日、暑

期的到来，旅游需求得到有效

释放，为各地旅游市场的发展

提供了良好契机。

山东近年来在推动文旅深

度融合发展上也是积极探索、

卓有成效，打造了一批很有

代表性的文旅融合产品、路

线等，让齐鲁文化的名片更

好地享誉海内外。在文化资

源上，山东历史悠久、底蕴深

厚，各种圣贤名哲不断闪耀，

无数遗存遗址广泛分布；在旅

游资源上，以泰山为尊的壮美

群山，以黄河、大运河为代表

的大河景观等，都非常具有代

表性。

新时代文化旅游要满足人

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实践路径，

推动新时代旅游业高质量发

展，山东更要积极把握文旅消

费增长新机遇，结合各地资源

优势，推动文旅创新融合发

展，推动有效、合理、精细的

文旅投资，为游客提供更好的

旅游环境与公共服务。从全域

旅游出发，强强联合，打造精

品文旅、精品线路，提升山东

各地文化旅游吸引力、影响

力，让山东成为游客的向往之

地。在 I P 打造上，持续擦亮

“好客山东 好品山东”品

牌，引领行业高质量发展，山

东大力实施质量强省和品牌战

略，用服务和口碑展现山东之

美，吸引八方来客，树立行业

标杆。

在美不胜收的中华文化

里，在肆意滚烫的旅行中，不

妨选择万里征程。把梦想装入

行囊，把文化浸入心扉，更深

切地感受“美好中国，幸福旅

程”。

(导报记者 戚晨)

让山东成为游客向往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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