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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妈们”出游也很潮

不久前，72岁的上海市民刘
宗琪跟团乘坐“乐游长三角”旅
游专列，从上海虹桥火车站出
发，前往安徽六安市。“六安自然
风光怡人，民风淳朴热情。单是
看看大别山上漫山遍野的杜鹃
花，就开心得不得了。”刘阿姨发
朋友圈分享了自己的体验，“与
10年前的旅游记忆相比较，大别
山百姓的生活明显变好了，生态
环境保护也改善了。”

记者连日来对老年旅游市
场采访调研了解到，数字技术等
智慧手段的广泛应用为老年人
乐享幸福旅程增添了助力。

“在手机上轻轻一点，景区、
游船班次、出行方式即可直接选
择下单，真是方便！”从河南省南
阳市到重庆旅游的刘良国大爷
高兴地说，他在导游帮助下，通
过添加“畅游巫山”游客服务小
程序，敲定了后续行程，上游船
检票等只需“扫一扫”，省去了很
多麻烦。

“我妈是‘旅游达人’，可以
熟练地发送手机定位、‘秒杀’优
惠机票、用网盘收发图片。翻看

她的朋友圈，好多地方我都没去
过！”35岁的白领王瑞琦羡慕
地说。

多地持续优化适老服务

顺应老年人出行需求日益
升温的趋势，全国多地持续优化
助老设施。据重庆市武隆区有
关部门介绍，到武隆游览的60岁
以上老年人占到游客总数的

13%，并逐年增多。他们在各景
区完善了无障碍通道、电梯、扶
梯等设施，为1000个厕所蹲位安
装了扶手。作为热门景点，贵州
省铜仁市万山区朱砂古镇配备
了近1000张床位，并与当地医院
合作为旅居老年人健康游乐保
驾护航。

许多目的地还将智能化贯
穿到景区预约购票、入园游览等
多个环节，优化从点到线到面的

全流程适老化服务。
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面向

社会特别推出“乐游上海”长者
版，其预约功能支持老年人的家
人或朋友在收费文旅场所为老
年人实名预订。同时，面向65岁
以上老年人提供免预约入场功
能，后台还提供高龄老年人进入
场所快速查询等便利服务。

此外，“水韵江苏”数字旅游
卡以第三代社保卡为载体，老年
人可一卡通用享受交通出行、文
化旅游消费等服务；微信小程序

“一码游贵州”除了有电子地图、
厕所查询、语音导览等功能，还
有“一键报警”“一键救援”功能，
保障老年人旅行安全。

各界期待更精准更精细服务

据中国旅游研究院测算，
“十四五”末，我国出游率较高、
旅游消费较多的低龄健康老年
人将超过1亿人，老年旅游收入
有望超过万亿元。

如何确保老年游客旅行安
全、顺畅、舒适？周群阿姨结合
自身经历对进一步完善老年旅
游市场提出了新的期许。她说，

不同省市对“老年人门票价”的
执行年龄不一样，各地景区景点
的信息披露程度也不尽相同，老
年游客要真正实现“全程自助
游”，还需要提前做不少功课。
因此，她希望有关方面能积极关
注这些问题并予以解决。

为切实保障老年游客的合
法权益，上海春秋国际旅行社
（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卫
红建议有关部门加强市场监管
力度，严厉打击针对老年游客的

“不合理低价游”等乱象；同时，
建议相关方面深入老年人集中
的社区，大力宣传文明理性出
行，提醒老年人擦亮双眼。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
建议，应推动老年旅游融合发
展，构建全生命周期的老年旅游
产业谱系。建设全过程无障碍
的老年旅游环境，引导老年人增
强社会参与并获得社会尊重，消
除老年人心理上的“无形障碍”。
此外，充分考虑到老年人的健康
状况和身心需求，提供“需求导
向”的精细化旅游服务。化“数
字鸿沟”为“智慧引擎”，促进智
慧康养与智慧文旅融合发展。

新华社北京5月19日电

熟练发送定位、秒杀机票、用网盘收发图片

“爸妈们”的旅游也很潮

新华社北京5月19日电 县
域旅游火了！在“陇上江南”品
西北美食、在西南边陲打卡“中
国最大乡村图书馆”……近来，
每逢节假日，原先静谧、安逸的
县城常常变得热闹喧哗，成为社
交媒体的“网红”打卡地。县域
旅游缘何崛起？

越来越多游客
把假期交给一个“小地方”

“没想到这里早茶如此丰
富，而且既美味又平价。”近期出
游的叶女士在被苏州、扬州的

“人从众”劝退后，选择将名气没
那么响亮的泰州兴化市作为目
的地。叶女士说，她在小县城里
发现了更大的惊喜。

茶园采茶、吃农家特色饭
菜、体验白马民俗文化……“五
一”假期，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
在甘肃文县感受到别样的江南
风情。数据显示，文县共接待游
客5.96万次，其中过夜游客超过
1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较2022
年同比增长336%。“景色美得分
分钟拍出杂志大片，颠覆我对甘
肃的原有认知。”广东游客小浩
感慨，景美、体验好，这次旅游选
对了地方。

越来越多人把旅行体验交
给一个“小地方”。一方面，这些

“小地方”正在努力消解大都市
消费的虹吸效应，另一方面也试
图借助差异化的资源禀赋和区

域特色，创造县域独特的消费场
景和需求，激发远超本地辐射范
围的消费动能。

磨豆、压粉、萃取……5月的
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空气中弥
漫着咖啡香气。“一口咖啡，消弭
了大城市和小县城之间的距
离。”利用周末暂时“逃离”大城
市的上海游客韩杰感叹道。

作为都市人的“精神充电
站”，咖啡馆可以下沉到哪里？
在安吉，答案是山、田、湖、瀑、
林、矿。这个常住人口约59万人
的山区小县城，藏着300多家咖
啡馆，按人口密度计算已超过
上海。

位于当地红庙村的一家咖
啡馆坐落在湛蓝的天然湖水和
冷冽的岩石之间，被网友称为

“小冰岛”，其前身是处废弃十几
年的矿山。经过一个年轻团队
的改造，在优越的自然风光中变
身“网红”打卡地，不到一年内累
计接待游客35万人次，最高单日
接待量达8000人次，为红庙村带
来600余万元经济收益。

县域正迸发出强劲的旅游
发展动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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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3亿元，平均
接待游客总人数为1326.27万。
在携程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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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爆背后的厚积薄发

中国旅游研究院副研究员李
雪说，盘点这些“小地方”的共性，
就是不仅资源富集、环境优美，且
综合配套完善、商业氛围浓厚。

“县域旅游指向的并不只是美丽
的乡村风景，而是其中蕴含的高
品质生活空间，这恰恰构成县域
旅游竞争力的内核要素。”

受访人士认为，县域旅游火
爆看似偶然，实则是厚积薄发，
在做好市场需求调研、消费热点
跟踪、消费心理探测的基础上，
将自身优势放大、拓展的结果。

——— 旅游配套服务体系日
渐成熟。甘肃省旅游发展研究
院执行院长、西北师范大学旅游
学院教授把多勋认为，近年来一
些县城持续从基础设施建设、数
字科技赋能等方面进行建设，旅
游配套服务体系日益成熟，为县
域旅游热提供基础。

“游客的消费需求更理性，
更看重旅游过程中的舒适度和
体验感。”把多勋说，一些传统热
门旅游城市在性价比和新鲜度
上不及县城，加上游客对个性化
和参与度的要求越来越高，文
化、生态等资源丰富的县城便分
走一部分客量。

——— 业态升级全方位激发
消费活力。今年以来，江西婺源
不断创新产品和业态，音乐节的

火热现场与婺源油菜花季旖旎
的田园风光相逢，给这座以“静
谧幽美”闻名的县城增添了一份
热络动感。

不仅如此，婺源还着力推动
乡村度假旅游提质升级，打造一
批小而精的民宿和一批小而美
的网红场景，形成白+黑、旅+居、
游+学、动+静、土+洋等新业态，
成为当地旅游新热点。

——— 借力舆论“热点”平台
持续引流。电视剧《去有风的地
方》热播后，云南大理乘势而上，
深化“有一种生活叫大理”“中国
最佳爱情表白地”“去有风的地
方”等顶流IP，提前研判市场趋
势和游客需求，开展系列主题宣
传引流活动；浙江衢州开化则充
分挖掘“百万年薪聘导游”的社
会效应，推动“衢州有礼·根源开
化——— 开化是个好地方”城市品
牌迅速“出圈”。

未来如何化流量为能量？

县域旅游“被看见”只是走
出第一步。从供需角度来看，发
展还存在诸多制约因素。

一是交通建设相对滞后。受
访人士认为，部分县还未进入“高
铁时代”，交通便利度不高，未实
现交通圈对旅游圈的激活作用。
尤其对于一些山区县，旅游交通
建设相对困难，通达能力较弱，自
驾游营地、汽车租赁网点、集散中
心、客运枢纽“运游一体化”建设

滞后，影响游客旅行意愿。
二是承载压力能力不足。记

者了解到，一些西部欠发达地区
的县城配套设施不够完善，无法
完全满足小长假爆发式增长后
的旅客需求。部分西部区县干
部反映，停车场、卫生间日常承
接游客“绰绰有余”，但节日期间
面临“爆满”压力。

三是旅游营销不够精准。开
化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党
委书记张国友说，一些政府主导
的惠民活动具有让利性，部分商
家参与度不高。同时，“免费游”
等政策易导致主要景点景区成
为周边旅行社的“过客”，甚至带
来低价旅游购物乱象、景区环境
污染、设施破坏等不良反应。

“县域单元数量多、分布散、类
型广，相关部门应进一步加强对县
域旅游的宏观分类指导。”李雪建
议。受访人士认为，各县市既要着
眼长远，科学规划县域旅游产业发
展，又要根据县域经济实力量力而
行。既不能揠苗助长、也不能止步
不前，错失打出个性化、差异化县
域旅游品牌的“时机”。

把多勋同时建议，在规范标
准的基础上打造个性化的旅游
产品和体验，才能可持续发展。
他建议，各县市应明确自身旅游
发展定位，编修县域旅游发展规
划，对目标资源、业态、产品、配
套服务等体系综合部署，在执行
层面则应更适应和贴合游客需
求，并加强旅游人才资源培养。

越来越多游客把假期交给一个“小地方”

县域旅游火了！透视小地方的“出圈秘籍”

68岁的重庆人周群自退休后，时常与亲朋好友结伴旅游。她的手机里装着地图软件、旅游预订软件及各种生活服务软件；她的行李箱里必备自拍杆、充
电宝以及一只“一人食”电饭锅等实用物件。周阿姨到过北京、上海、甘肃、黑龙江等20多个省份“打卡”。下一站，她准备去西藏。

5月19日是第13个“中国旅游日”，今年的主题是“美好中国，幸福旅程”。各种假期的旅游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早已进入大众旅游时代，像周阿姨这样的
老年人正成为当下旅游市场最活跃的群体之一。他们在先进的数字技术以及各地旅游景区持续优化助老设施的有力支持下，尽情饱览大好河山，乐享幸福
旅程。

在上海举办的一场文旅融合活动中，老年游客学习制作“兔子
灯”。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