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季度，国内出游人次17.94亿，同比增长26.4％

让文旅“流量”变发展“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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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
行……”戴上VR装置，“苏轼”便来到你
眼前，诉说起他的跌宕人生。

5月 18日，VR大空间探索体验项
目《遇见东坡》在海南省博物馆开启。
一群“东坡迷”早早就到了博物馆，期待
在虚拟世界里来一次千年穿越之旅。

景区是什么？这个问题如今变得
越来越难回答。传统的名山大川之
外，文化属性突出的旅游新场景正竞
相涌现。一部影视剧、一场表演、一次

体验，都可能创造出令人耳目一新的
旅游空间。

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
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看
来，文化空间可以成为旅游体验和消费
的新场景，旅游空间也可以成为文化展
示和传播的新舞台。

中国旅游研究院调查表明，29.2％
的受访者希望在旅游过程中多安排文
化体验活动，78.3％的受访者希望在旅
游过程中参加文化体验活动。越丰富

的文化内容融入，越显得旅游“有料”、
有深度，越容易满足不同客群所需的

“情绪价值”。
而文化所具有的强大创造力，也

使得旅游场景变化无穷，始终有新鲜
玩法。比如，同样是夜游项目，苏州
拙政园打造的“拙政问雅”以光影科
技重塑江南古典园林，带来清雅文人
体验；而夜游北京首钢园则充满“蒸
汽朋克”的科幻感，工业之美在夜色
中尽显。

亮绝活出新招
多地发力
激活文旅消费新动能

5 月 19 日，第 15 个“中国旅游
日”如约而至。今年，“锦绣山河，美
好旅程”的主题不仅描绘着山河如
画的壮阔图景，更映射出中国文旅
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澎湃气象——各
地正在通过深挖特色资源激活市场
潜能、补贴“真金白银”释放消费活
力、优化消费环境提升旅游体验，不
断激发文旅消费新动能。

近日，在杭州湘湖直升机基地，
一场“Cityfly”之旅正颠覆人们对观
光游的认知。杭州市民张先生首次
体验市内低空飞行时惊叹：“在空中
看，钱塘江像一条丝带穿过繁华都
市，西湖与宝石山也尽收眼底。”

当前，杭州正以“打造全国低空
经济领军城市”为总体定位打造低
空场景应用。作为今年旅游日杭州
活动的主推项目，萧山湘湖直升机
基地、富阳永安山滑翔伞基地、建德
航空小镇等低空体验点串联起“飞
阅杭州”新场景，航线覆盖景区游
览、短途通勤以及个人定制。

而在千里之外的四川，一场“安
逸游四川”的文旅交响曲正在上演。
5月18日，成都、德阳、眉山等地联合
推出的“百里百景”线路，将大熊猫基
地、三星堆遗址与雪山温泉等串联。

“我预约好了，上午逛石浦渔港
古城、下午游影视城，赶上门票免
费，一口气省下 200 多元钱。”一周
前，杭州游客钱先生就为自己制订
了宁波象山的旅行计划。

作为2025年“中国旅游日”主会
场，宁波以83家A级景区免费开放、
1290 万元消费券投放为支点，撬动
惠民政策与文旅场景深度融合。

当“海丝古港”点燃消费热情，四
川正打造“政府+平台”的“双重福
利”。旅游日当天，除了剑门关、海螺
沟等数十家景区免票开放，携程“全球
游四川”与美团“千城万店”特惠形成
互补，高德打车券、滴滴景区礼包打通
出行“最后一公里”，构建“门票+交
通+住宿”的全链条消费生态。

中国旅游景区协会副理事长兼秘
书长陈献春介绍，“中国旅游日”主题月
期间，协会联动全国景区推出“欢乐消
费季”，通过“门票+体验”组合折扣、住
宿联动优惠、消费券直减等举措，预计
触达4000万人次，让利超8000万元。

业内专家认为，提升旅游目的地
口碑，传播是“加分项”，服务才是“基础
分”。只有顺应消费新趋势，以全面提
升旅游品质为目标，持续补短板、强特
色，才能更好地实现“近悦远来”的美好
愿景。据新华社北京5月1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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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经济新亮点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文化和旅游部
部长孙业礼分享了一组令人印象深刻的
数据：去年国内旅游人次超过 56亿、同
比增长近 15％，旅游花费超过 5.7万亿
元、同比增长超17％；入境旅游人次1.32
亿，游客花费接近千亿美元。

人财两旺的局面，同文化和旅游的
深度融合密不可分。

文化为旅游带来不可替代的竞争
力。想感受呼伦贝尔的草原风情，游客必
须前往辽阔的东北大地；想一睹大唐不夜
城的国潮国韵，只有亲身来到陕西西安；
想品味地道川菜的热辣火爆，天府之国总
是令人向往……越古老、越特别的文化积
淀，越有可能成为旅游的强大吸引力。

文化进一步拉长旅游的产业链。
买文创、穿汉服、抽盲盒、逛主题街区、
住特色酒店……文化因素的叠加，提高
的是旅游的附加值，产生的是更大的

“乘数效应”。随着人们为“情绪价值”
买单的趋势不断凸显，旅游供给也应当
在满足高品质文化需求的过程中升级。

认识到文旅行业存在的巨大潜力，越
来越多地方将发展旅游作为发展经济的
重要抓手。《浙江省文旅深度融合工程实
施方案（2023~2027年）》就提出，到2027
年，全省文化和旅游产业增加值占GDP
比重达到13％；吉林省今年的政府工作
报告也明确“持续打造旅游万亿级产业”

“坚持四季联动、全域发展，接待国内游客
人次、出游总花费均保持两位数增长”。

祖国西南，绵绵青山中，“村 BA”
“村超”“村晚”“村 T”等活动近年来吸
引全国目光，“村字号”成为贵州的一张
崭新名片。

以少数民族非遗为代表的乡村文
化，借助球场、T台、舞台等场景，通过
旅游传向世界——这样颇具传奇色彩
的故事，却是文旅融合的真实效应。

仿佛一座桥梁，旅游让游客看到不
一样的他方，也给了他方传递崭新形象
的机会。

对于游客来说，旅游中的所见所
闻所感是最具说服力的宣传。比如，
去年以来不断升温的“中国游”，便打

开了世界了解中国的新窗口、新通
道。中华大地上的自然风光和历史建
筑、现代化都市中的便利生活和烟火
日常，令越来越多入境游客真切感受
到“不一样的中国”。

对于地方来说，旅游的发展也真切
改变着城乡环境。以贵州榕江县的“村
超”为例，“村超”火爆以来，当地新增经
营主体 5988户，新增签约项目 32个。

“村超”运营收益的 51％用于壮大 250
个村集体经济，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和基
本民生事业，49％用于乡村文化体育教
育发展。乡村的面貌，便是在这种反哺
中一步一步向美向新而行。

步入陕西延安的红色综合体“延安
1938”，历史场景与艺术演绎交织共
生。在东区小舞台，《十送红军》的悠扬
曲调催人泪下，革命人的生活图景在游
客眼前铺展，大家仿佛穿过历史的烟
云，回到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从红色旅游令人感怀美好生活来之
不易，到文博游不断激发游客爱国豪情；从

“诗和远方”寄托人间理想，到“世界那么
大，我想去看看”引发广泛共鸣……文化和
旅游深度融合，进一步彰显了旅游活动本
质上是精神文化活动，在构筑中华民族共
有精神家园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充分发挥旅游活动“深入人心”的
特点，如今的旅游景区更加注重文化情

境的引入：在甘肃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景
区，每晚的万人星空演唱会都会唱起红
色歌曲；在湖南岳阳楼、四川剑门关、安
徽琅琊山等景区门口，背诵古诗词的游
客成为一道亮丽风景；在新疆博物馆，
一件件珍贵文物讲述各民族交往交流
交融的历史故事……

“今天，人们越来越重视旅游活动
对人的全面发展的促进作用。”戴斌说，
随着文旅深度融合发展，领略自然之
美、感悟文化之美、陶冶心灵之美在人
们的旅游过程中必将得到统一。

让文化托举旅游前行，让文旅“流
量”变发展“增量”。
据新华社北京5月19日电

催生旅游新场景

塑造城乡新形象

构筑精神新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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