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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版

旅游业未来发展可期

2023年1月8日起，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实施

“乙类乙管”，2023年兔年春节，对文旅行业而

言无疑是一个标志着转折点的特殊长假。春节

旅游人次终于再度突破3亿人次大关，旅游收入

也再度突破3000亿元。

据与会专家介绍，2023年春节假期，全国国

内旅游出游3.08亿人次，同比增长23.1%，恢复

至2019年同期的88.6%；实现国内旅游收入

3758.43亿元，同比增长30%，恢复至2019年同

期的73.1%。客流与消费的恢复速度与元旦假

期相比明显加速，这一成绩显然足以被称为“开

门红”。

2023年是中国“消费提振年”，随着旅游热

潮的回归，各省多措并举按下“加速键”，持续释

放消费活力。相继公布的31省政府工作报告

中，重振文旅产业，成为2023年各地稳增长、扩

内需、强信心的“必选动作”。

2023年全国“两会”，共有19个提案与文旅

有关，政府工作报告中有6处与文旅行业关联，

对“旅游业消费拉动经济和就业”的重视可见一

斑。今年的中央1号文件也多处涉及乡村休闲

旅游结合点的问题，确立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是

乡村发展的重要新产业、新业态。这些信号和举

措无疑给“疫后”旅游业的“重启”带来了信心。

与会专家预测，今年“五一”的旅游市场会是

个“爆发点”，旅游行业应全力“备战”。专家提醒

各地旅游业，可以在五一到来前的“窗口期”提升

服务质量、调整人才结构、修复产业供应链等，推

动旅游业加速复苏有序发展。

“重启”需补短板探新路

王志凯在演讲中指出，旅游业作为国民经济

战略性支柱产业，发展旅游业促进消费升级无疑

是当前扩大内需的有效突破口。

王志凯认为，文化和旅游相辅相成，文化是

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提升旅游业，

就离不开旅游资源的挖掘和旅游文化的传承创

新。各地应该因地制宜挖掘本土文化旅游的内

涵，通过引入有创造力的文化艺术工作者，对本地

的文化旅游资源再加工，适时注入新的创作内容，

打造本土文化和国际文化兼容并蓄、相互开放的

地方现代文旅产业，促进旅游业健康持续发展。

对于当前旅游形势，肖潜辉认为，目前中国

旅游市场显示“温启动”形态。他给出2023年1

月全国旅游市场数据——约6成区域和企业游

客人次恢复到2019年60%、少部分恢复到80%

左右——以此佐证目前旅游业并非如之前业内

人士所言的“爆发性反弹”。

当前，旅游市场结构性变动持续。肖潜辉指

出，“后疫情时代”旅游可以满足不同阶层消费需

求：中高端酒店增长最快，可满足高端人群出游；

一般工薪阶层也有自己的旅游消费选择，如近郊

游、本地游、“民宿+运动”、郊区露营、农业采摘

游等度假休闲游。同时，攀岩、冲浪、骑行、水上

运动等户外运动成为年轻人的喜爱。王志凯还

认为，旅游还能带动不同层级的旅游装备、旅游

产品消费，包括私家车的销售。

资料显示，常规状态下，世界主要发达国家

旅游业增加值占据GDP都在10%以上，中国旅

游业在GDP中的占比还是比较低的：疫情前的

2019年是6.72%，2022年是1.69%。为此，王志

凯建言，各地应抓住由于疫情原因阻滞旅游消费

而形成的“空档期”，加大旅游投资建设，补足旅

游设施和服务短板;多方协同、多力并举繁荣旅

游市场，让旅游消费撬动国内超大规模市场。

此外，伴随着各种数字化应用的层出不穷，

“文旅+科技”成为了当下创新文旅产品、丰富文

旅消费体验的绝佳选择之一。肖潜辉在会上表

示，虚拟数字人的文旅运用、文旅数字藏品、AR

数字艺术与文旅融合发展、文旅元宇宙生态发展

平台、AI的文旅运用将成为智慧文旅发展的五

大重要趋势，智慧文旅将进一步以新形式、新思

路、新模态，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提高文

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周凯提出，各地需要深挖当地民俗文化的

内涵，将自身文化特色作为乡村旅游主打点，

开发出具有创新性的旅游产品。比如，可以借

助特色文化艺术景观设计助力乡村旅游发展，

营造乡村景观特色意境、统筹指导特色产业发

展、形成乡村特色名片，打造独一无二的乡村

旅游聚集区。

“乡村旅游”如何走向“乡村旅居”

尽管疫情阻碍人们出境游和国内游，但人
们对大自然的热爱、对文化旅游娱乐的向往一

直都在。多数与会专家学者认为，乡村旅游和

康养休闲度假将成为乡村振兴与旅游复苏的增

长极。

原始自然景观、民俗文化、农货产品、土特

产是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资源，颇受游客消费

者好评。然而，在周凯看来，“一些地区的硬件

设施缺乏，配套服务跟不上，影响了游客的体

验。乡村旅游的安全卫生问题、服务水平等软

性层面还存在不足，有待引起足够重视并加以

改进和提升。”

近年来，各地相继打造了“乡村特色名片”。

周凯在“特色文化艺术景观设计能为乡村旅游提

供什么?”这个话题里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根据

乡村旅游特点，统筹规划发展乡村观光和休闲乡

村。在规划的过程中，要根据乡村的地域性、自

然性、专业性的特点，因地制宜地开发独特的乡

村旅游项目，把旅游产品贯穿在具有高科技含

量、高环境质量、高价值效益的“三高”乡村生产

中，使传统粗放型乡村转变为集精致性、系统性、

集约性、教育性为一体的现代乡村。

徐立新认为疫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工作

方式，要重新定义“1日游2日游”微度假概念，他

强调“1周游”的“微度假、微康养、工作、共享四

位一体”的“乡村旅居”模式正成为“度假+工作”

旅客所青睐。

徐立新根据旅游相关数据分析认为，不少

90后都开始养生游，而广德生态环境优越，适合

微度假和康养结合式的“乡村旅居”。广德有万

亩竹海，有笄山，有卢湖，又有耿村、甘溪村、桃源

村等徽派古村，很适合养生等“修心养性”之旅。

徐立新进一步强调，“康养”不是“医养”，现

在一些地方发展旅游康养产业，但把“康养”和

“医养”混为一谈了，“医养”的话可以直接去医院

看病了，“文旅康养”追求的是心情愉悦、愉悦身

心，像苏东坡一样，“养心，养生，养老”，而不是去

直接看病、治病的。

专家学者“把脉”广德旅游发展

在本次论坛上，专家学者也为论坛的举办地

广德市旅游产业发展建言献策。

广德，地处苏浙皖交界处，地理意义上的“长

三角之心”。与会专家学者都肯定了广德旅游资

源丰富，且是“高生态”的环境，但推广的力度还

不够，要加大宣传力度。

肖潜辉建言，广德文旅行业要寻找自己的旅

游“爆品”。要打造如长白山那样主打“避暑和滑

雪游”的臣位、君位旅游产品。同时，要提炼“旅

游卖点”，“太极洞的最大卖点可以再强化。”

广德的太极洞，被誉“东南第一洞”，被大文

学家冯梦龙誉为“天下四绝”之一。其有开放式

缆车，还可乘船在地下河穿行。肖潜辉指出，太

极洞现阶段的“观光旅游”获游客称赞，其实还可

再深化“开放式缆车”和“洞里行船”这两大卖

点。而且，资源还可再充分利用，太极洞空间较

大，“可以开个咖啡厅，举办洞穴音乐会，如果是

安徽民谣类的音乐会会更佳。”

对于广德文旅“卖点”产品，王志凯也建言

道，广德旅游要充分发掘和利用当地丰富的文化

资源，借助文化加持，讲好广德故事。

现在，随着新媒体平台的普及，年轻人可能

在玩手机的时候偶然刷到一个视频，看到某个地

方“好漂亮”“好想去”，当即就会在短视频平台下

单，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因此，“做年轻人

的文章，就几乎可覆盖所有群体”，这是肖潜辉对

广德文旅业的又一建议。

“对接大上海，吸引上海游客。”肖潜辉更对广

德如何寻找旅游客源问题直白“把脉”，他指出上

海超两千万的人口是个巨大的旅游消费“金矿”。

对“吸引上海客”的建议，周凯也非常赞同认

可。曾三次来过广德的他认为，“不光要吸引上

海游客，更要引导南京人来广德旅游。”南京与广

德地缘相近、人文相亲，南京常被人们戏称为“徽

京”，也说明了南京跟周边安徽地区来往密切，南

京人来这里也自有“归属感”。

安徽省宣城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杨林秀在致辞

中表示：“本次论坛的举办正逢其时，不仅展现了各

地抢抓发展机遇、加强区域合作的信心和决心，更

为持续打响‘长三角之心’文旅品牌注入了强劲动

能。乘此东风，我们将紧紧围绕打造生态文明新高

地工作目标，继续与联盟城市一起，聚焦休闲游、康

养游等旅游板块，抢占新风口，探索新路径。”

广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江晓华在致辞中表

示，广德将以此次会议为契机，深入挖掘山水人

文资源，持续打响“长三角之心”“山水竹乡 ·品味

广德”区域文旅品牌，开发出更多更高质量的休

闲旅游新业态，更深层次地推动长三角文化旅游

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文/殷祝平 胡擎银）

新民晚报社区版、南京大学创意产业研究中心、长三角
慢生活旅游高峰论坛组委会、安徽省广德市人民政府于3

月18日在广德市联合举办了首届长三角慢生活旅游高峰
论坛，专家学者与来自长三角各地的旅游城市、旅游度假
区、旅游小镇及民宿酒店代表会聚一堂，共同探讨“疫后”旅
游产业重启路径，展望旅游业发展新趋势，为长三角旅游业
发展建言献策。
在本次高峰论坛现场，著名旅游专家、中国旅游协会智

慧旅游分会会长肖潜辉，资深旅游策划、营销专家徐立新，
浙江大学教授、博导王志凯，南京大学教授、博导周凯分别
就“疫后旅游市场变迁”、“微康养与乡村旅居”、“发展旅游
撬动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特色文化艺术景观设计与乡村
旅游规划方略”等议题发表了主题演讲。来自长三角的旅
游城市、旅游小镇、旅游度假区、特色旅游项目及旅游民宿
酒店等代表也作了现场发言和交流。 南京大学教授 周 凯 浙江大学教授 王志凯 著名旅游专家 徐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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