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红背后的“天时”“地利”“人和”

“火起来”更要“火下去”

“五一”假期前，湖北女生小洁
抱着地图研究了半天，想找个“小
地方”，安安静静住上几天。“不用
多么出名，不用有太多景点，能看
看青山绿水就很满足了。”

有类似想法的人不在少数。
选择旅游目的地时，越来越多人不
想去大城市人挤人，而是开始挖掘

“宝藏”县城、寻找县城之美。
刚刚过去的“五一”黄金周，我

国旅游市场下沉化趋势更加明显，
在旅游订单同比增速上，一二线城
市小于三四线城市，三四线城市小
于县域市场。

一天出杯7941杯咖啡！“五一”
小长假，浙江安吉县利用废弃石灰
岩矿坑改造的“深蓝计划”咖啡馆
再次“沸腾”起来。来自上海的林
小姐在矿坑湖边散步。“这是我第
二次来。”她说，这里可以听音乐、
看书，安静享受属于自己的时光。

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五区进

口商品城汇聚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15万种“洋特产”，假期五天内，商
贸城涌入超90万人次，“一天上三
四次货”“忙到没空吃饭”成为老板
们的常态。

“我们特地拎了两个空包。”游
客张强说，义乌的惊喜不仅在于

“进货式旅游”的体验，还在于风味
各异的万国美食，“不是土耳其去
不起，而是义乌更有性价比。”

在江苏盱眙的大桐农贸市场，
聚集着数十家以经营小龙虾为主
的餐饮店、大排档。暮色降临，数
千平方米的露天广场上，游客座无
虚席，空气中弥漫着扑鼻香气。

相比南方的“热辣滚烫”，北国
小城的五月则是“上春山”的最佳
时节。在离网红“尔滨”中心城区
不远的黑龙江尚志市，游客涌向风
光旖旎的亚布力度假区、帽儿山景
区，感受壮美景色。

尚志市文旅局局长张君介绍，

当地旅游市场延续冬季冰雪游的
火爆，八大景区同时开放。截至5
月 10 日，尚志市 2024 年累计接待
游客突破162万人次，旅游业直接
收入3.88亿元，同比增长175％。

在小红书上，“县城旅游”有超
过38万篇笔记。人们热情分享值
得一去的县城：读过千遍沈从文，
不如去一次古老的凤凰古城；在平
潭岛看蓝眼泪，像碎钻撒入大海，
又像星星坠落人间；诺邓千年古
村，每天起床都是袅袅炊烟，一切
都慢下来了……

“畅游中国，幸福生活”，这是
今年“中国旅游日”的主题，也是当
下县域旅游的写照。

据统计，全国A级旅游景区的
县域覆盖率由 2012 年的 73%提升
至 2023 年的 93%。县域旅游构成
中国旅游的基本盘，县域旅游的发
展水平反映着中国旅游业真实的
发展水平。

小县城悄然占据旅游C位

新闻博览 A07打开报纸读新乡

2024年5月20日 星期一 编辑：杨维捷 校对：杜家俊 版式：申宝超

新华社北京5月19日电 中国科学
院专家19 日在北京介绍国内首次在轨
水生生态研究项目进展情况。空间站
小型受控生命生态实验组件由神舟十
八号航天员转移至问天舱生命生态实
验柜中开展实验后，目前在轨运行稳
定、4条斑马鱼状态良好。

4月25日，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船从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升空。随3名航天员
一起进入太空的还有4条斑马鱼和4克
金鱼藻，用于在轨建立稳定运行的空间

自循环水生生态系统，实现我国在太空
培养脊椎动物的突破。

据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
所研究员郑伟波介绍，目前，航天员成
功开展了两次水样样品采集和1次鱼食
盒更换操作，发现了斑马鱼在微重力环
境下表现出腹背颠倒游泳、旋转运动、
转圈等定向行为异常现象。后续科学
家将利用返回的回收水样、鱼卵等样
品，结合相关视频开展空间环境对脊椎
动物生长发育与行为的影响研究，同时

为空间密闭生态系统物质循环研究提
供支撑。

19 日上午，由中国科学院学部局、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主办，中国科学院
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承办的“天
地共播一粒种——青少年与航天员一
起养斑马鱼”科学教育活动暨 2024 年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
公众科学日活动在北京启动。活动旨
在充分发挥空间站科技资源优势、搭
建科学探究实践平台，组织青少年设

计研制可供 4 条斑马鱼生活一个月的
地面小型密闭水生生态系统，并进行
科学观察。

活动现场，科学家将斑马鱼样品赠
予同学们并回答问题。“斑马鱼作为‘模
式生物’，与人类基因组相似度高达
87%，可以作为许多人类疾病的研究模
型。同时，与航天员一样，斑马鱼成为

‘鱼航员’也需要通过生长阶段、活性、
健康等层层选拔。”中国科学院水生生
物研究所研究员王高鸿说。

中国“太空养鱼”项目进展顺利“鱼航员”状态良好

县域旅游“火起来”，如何“火下去”？
这一轮，旅游业“泼天的流量”带火的是县城。

“县域旅游”正悄然来到C位。社交媒体上，与此相关的话题也持续走热。“五一”假期后，北京市民小静和同事聊起，
发现同一办公室的5人不约而同地“打卡”了某个县城。

县域旅游走红背后，有天时、地利、人和多重因素；更值得思考的是，“火起来”的县城，该如何“火下去”？

县域旅游走红背后，有着趋势
创造机遇的“天时”，也有县城“天
赋异禀”的“地利”，更有协力双向
奔赴的“人和”。

中国旅游业供需两端的新变
化，时时刻刻都在孕育新机遇。

携程研究院行业分析师王亚
磊说，消费者不断成长，从追求“打
卡”到注重体验；从单一产品到多
元玩法，旅游正更多回归生活的本
质。县域旅游热正是在这一背景
下应运而生。

性价比高、轻松自在，是县城
受到年轻人青睐的重要原因。

“五一”假期，无锡“95后”丁志
辉与朋友去了浙江衢州。往年与
父母一起出游，都是去大城市，制
订周密的出行计划，人均开销至少
2000元，“费钱又费力”。

“性价比是硬道理。我们挑选
目的地也很随性，朋友说衢州的

‘鸭头’好吃，就来了场说走就走的

旅行。”丁志辉说。
但凡经历过假期的“人从众”，

就知道安静自在的时光有多难
得。小县城正成为不少游客的“心
灵栖息地”。中国旅游研究院规划
与休闲所副研究员李雪认为，县城
并非仅有美丽的风景，也蕴含高品
质的生活空间，这恰恰是构成县域
旅游竞争力的内核要素。

不少县城“天赋异禀”，特色IP
令其成为游客“打卡”目的地。

将“村超”赛事与文旅资源深
度融合，“五一”期间，榕江县共接
待游客超40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
收入超4亿元。在重庆市彭水苗族
土家族自治县，踩花山节逐渐成为
当地一张靓丽的文旅名片。

更不用提，一些县城原本就是
曾经的古都，历史悠久；一些县城

“深藏不露”、文化底蕴丰厚。
另一方面，交通基建的改善，

也让县城与大城市的距离越来越

“短”。
同程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

功指出，县级城市的交通通达性近
年来大幅提高，如高铁已覆盖超过
90%的50万人口以上规模城市，不
少县城也逐步增加公交车、接驳
车、共享单车等交通配套，提升出
行体验。

“用‘十分’服务笑迎游客”“努
力做游客最喜爱的小县城”……被
游客热情激发的县城们，也接二连
三为游客奉上更好的产品和服务。

“五一”期间，盱眙做足“龙虾”
文章，为文旅消费引流。假期前，
便宣布“五一”至8月开展夜市特色
活动，打造夜食、夜购、夜娱、夜游
场景；还准备了“福利”：凡在盱眙

“尅龙虾”满200元的游客可凭发票
免门票游玩4A级景区。

游客的探索热情邂逅县城的
服务诚意，便实现了一场人与城的
双向奔赴。

“被看见”只是第一步。
《全国县域旅游高质量发展研究报告

2023》显示，2022年，旅游总收入超百亿元且
接待游客总人数超千万的旅游大县只有79
个，旅游收入低于30亿元的县域占纳入统
计的县域总数的65.86%。由此看来，县域旅
游市场仍有很大发展空间。

张君坦言，试图抓住“风口”的县域旅游
发展仍面临一些制约因素。

承载力与服务水平，往往成为县城“走
红”或“招黑”的分水岭。张君说，在一些景
区，公厕、停车位等配套服务设施改造提升
跟不上，旅游高峰期常出现如厕难、停车难
问题；一些从业人员职业素养不足，服务标
准不规范，也会影响游客的印象和评价。

如何让“火起来”的县域旅游持续“火下
去”？

首先，充分挖掘自身特色。旅游市场正
从大众化向精细化、差异化、个性化转变，县
城需立足自身独特优势，以小博大，满足游
客不断升级的多元化需求。

受访专家表示，一些古村落、乡村景区
往往通过一景一物在社交媒体上“破圈”。
这些能承载“乡愁”的旅游目的地，一方面需
保护好村庄传统肌理、提升颜值，另一方面
也需融入特色文旅元素，打造“人无我有、人
有我特”的新IP，形成小城的独特标签。

其次，要加快设施提档升级。
中国旅游研究院副研究员韩元军说，县

域旅游要实现主客共享，既能满足本地人需
要，又能满足游客需要。基础设施是否完
善、配套服务是否匹配，往往是县域旅游能
否发展起来的关键。各地政府要不断提升
治理能力，在软、硬两方面下功夫。

同时，也要避免为打造流量盲目开发的
冲动。一些地方为打造网红景点，随意征收
古村古镇的老房子进行改造甚至拆除，容易
落入“千村一面”的窠臼，让老村镇过于商业
化。

最终，需锚定长远发展格局。“对于搬不
走、挪不动的旅游目的地来说，需采取培育
型发展模式，走可持续发展的路子。”北京第
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
执行院长厉新建说，县域旅游要“火下去”，
需锚定“长期主义”，着眼打造深度的文化体
验，让目的地持续释放吸引力。

新华社北京5月18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