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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暑游“走俏”

体验游重融入
——暑期旅游新动向观察

新华社记者 解园 陈爱平 董宝森 杨淑君

“避暑游”热度空前
刚 刚 入 伏 ， 位 于 城 市 中 心 的 江 漫 滩 湿

地——黑龙江哈尔滨太阳岛风景区，来自全国
各地的游客络绎不绝，人们一边品尝特色冷
饮，一边拍照打卡，享受着夏日的惬意。

“哈尔滨夏季温度很舒服。今年全家来体
验 一 下 冰 城 之 夏 。” 来 自 山 东 的 游 客 王 林
说，像哈尔滨这样的避暑名城是他们暑期游的
首选。

太阳岛资产公司副总经理蒋菲介绍，今年
暑期以来，景区接待旅客数不仅远高于去年同
期，比 2019 年同期也高出 10%以上。

随着全国多地陆续进入“炙烤”模式，因
高温催生的“避暑游”成为今年暑期旅游市场
的关键词。在各大在线旅游平台上，有关避
暑、漂流、夜游等项目的线路比比皆是。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不久前对传统高温
城市避暑旅游市场调查数据显示，第三季度传
统高温城市的整体出游意愿达到 94.6%。

不 少 地 方 把 暑 期 当 作 提 升 避 暑 品 牌 形
象、树立良好口碑目的地的绝佳时期，纷纷推
出特色旅游活动：湖北恩施依托当地特色文
化，将咂酒歌、竹编非遗文化从博物馆、文化
馆中引入日常生活场景，形成常态化的演出和
体验项目；哈尔滨则聚焦登山、露营、自驾等
特色活动，持续推出避暑生态旅游产品。

“在旅游业转型过程中，气候成为旅游目
的地重要的吸引力之一。人们日益关注健康消
费和旅行的舒适度。”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
斌 表 示 ， 避 暑 旅 游 正 当 时 ， 已 成 为 广 大 游
客、投资机构和经营主体的新共识。

从“到此一游”到深度体验
在山西省晋中市介休市的张壁古堡景区

中，来自内蒙古的黄浩磊正在认真倾听研学导
师关于古堡历史的讲解。他和同行的二十几位
小学生被分为两组，根据导师提供的线索，在
光线昏暗的千年地道中比赛完成拼图任务。

“研学游既能增长历史知识，还能提高分
析、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是我在书本上学不到
的。”黄浩磊说。

张壁古堡在 2018 年被晋中市评为首批研学
教育基地，依托丰富的历史文化和独特的军事
地道资源，景区开发出以古代屯兵场所和传统
文 化 为 主 题 的 研 学 课 程 ， 涉 及 无 线 电 、 拓
碑、布老虎缝制等内容，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
的研学游旅客。

“项目开设以来，感受最明显的就是游客们
的需求已经从过去的‘以游为主’转变为‘以
学带游’。”景区研学经理张蕾蕾说。

研学游的变化是今夏我国旅游市场转型发
展的一个缩影。不少旅游产品设计者已意识
到，亲子游、城市游、文化游等产品已经不能
单单依靠概念吸引游客，而需要通过独特的文
化场景、真实的体验环节来提升对游客的吸
引力。

“国民收入水平和人均出游次数的提升，带
动文旅消费者从物质型向精神体验型转变，人
们已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地看景，而是深入体
验目的地的风俗、文化。”中国旅游研究院数据
分析所副研究员张杨表示。

2022 年印发的 《“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
划》指出，“十四五”时期，我国将全面进入大众
旅游时代。随着国民收入、产品供给、供应链水
平的不断提升，我国游客旅游消费需求正在向高
品质和多样化转变，由注重观光向兼顾观光与休
闲度假转变。

“大众旅游时代的到来通常伴随着小众细分市
场的蓬勃发展。”张杨指出，需求的演变方向通常
都是细分化的，这也是旅游产业升级的方向。

受访专家指出，从业者要深入研究细分群体
的细颗粒度的需求分析，挖掘市场发展潜力，加
强旅游产品与服务的设计与交付能力，政府部门
也要引导和培育有潜力的细分市场的发展，创造
更好的政策环境和营商环境。

针对夏季旅游特点，黑龙江省进一步完善政
策措施和保障机制。黑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厅长
何晶表示，将引导支持中小微旅游企业特色发
展，制定夏季避暑游优惠政策等。

专家指出，要把提供优质产品放在首要位
置，提高供给能力水平，着力打造更多体现文化
内涵、人文精神的旅游精品。上海市文化和旅游
局局长方世忠表示，未来要突出上海文旅“都市
型、综合性、国际化”的内在特点，以文化魅力
和都市风范吸引人、感染人、留住人。

研究需求 深挖市场潜力

暑期以来，随着我国进入一年中温度最高的“三伏天”，各地旅游

市场复苏明显。记者在全国多地调研发现，避暑游、研学游、亲子游

等个性化旅游市场的供给更加丰富，游客们的出行观念也从“参观打

卡”演变为更注重体验的“沉浸式”出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