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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小安：文旅消费正在发生三大变化

来源：新华日报 2022 年 9 月 30 日

在第四届大运河城市文旅消费论坛上，世界旅游城市联

合会首席专家、中国旅游协会休闲度假分会会长魏小安在主

旨演讲中表示，中国的文旅消费正在发生三大变化。

“对中国经济来说，消费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其中旅游

消费又成为亮点。”魏小安说，“研学游、自驾游、家庭式

度假等旅游类别大规模成长。”然而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旅

游业造成巨大冲击，中国也不例外。魏小安举出一组数据：

疫情暴发前的 2019 年，全国旅游消费达 6.3 万亿元，而 2021

年这个数字只剩下 3 万亿元，可以说是被“腰斩”。

旅游被称作“诗与远方”，是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背景下，旅游业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

性。魏小安是一位从业 40 余年的“老旅游”，他用“疫来

我停，疫走我起，疫变我变，总要生存”来形容旅游业正在

经历的起伏，用“长途变短途，短途改城里，输出改‘内卷’

（意指出国游变国内游）”来形容人们出行的选择，安、短、

近、快成了新的旅游特征。

魏小安表示，这使得中国人的文旅消费发生了三个方面

的巨大变化——



首先是出现了“城市大休闲”势头，尤其是城市更新过

程中，休闲板块变热，消费集中在这些休闲类的项目和街区

里。今年初，文旅部和国家发改委公布了首批 54 家旅游休

闲街区，南京夫子庙步行街、无锡清名桥历史文化街区、苏

州平江历史街区上榜。公布这些街区，就是在疫情防控常态

化下，扩大周边游和本地休闲产品供给，满足人们对美好生

活的需要。

其次是出现了“乡村微旅游”格局，其中以民宿和营地

的火爆为代表。魏小安举例说，全国民宿在疫情前一度跌至

18 万家，但 2020 年反弹至 20 万家，拥有 200 万间客房，要

知道中国酒店业经过 40 年发展，才达到 160 万间客房，在

可以预见的将来，民宿规模大于酒店将是一个新常态；而露

营营地更是出现了现象级的暴涨。记者调阅多份调研报告，

发现研究机构对 2022 年露营地市场规模预测将达 500 亿元

至 750 亿元之间，预计比去年增长超过 50%。

再次是出现了“高端消费回流”的现象。魏小安表示，

疫情发生前中国每年出国游达 1.2 亿人次，市场规模约为

3000 亿美元，然而疫情发生后，国际流动大幅度减少，与航

空公司生存困难相伴，追求品质的出境游受阻，高品质旅游

需求留在国内，带火了休闲度假的中高端市场。

机遇与挑战并存，中国旅游在应对变化中追求高质量发

展的方向不会变，文旅消费要转型，也需要赋能，需要从政



策引导、社会发展、生活方式变化等各个方面为文旅消费注

入新活力。“中国人更加追求生活品质，这是生活赋能；学

校减负，学生户外活动增加，这是教育赋能；国家努力营造

良好的消费环境，建设友好社群，这是环境赋能。”魏小安

列举了以上角度，还特别谈到了“时间赋能”。身在职场的

中国人，周末、小长假再加带薪休假，每年的假期 120 天左

右，如果其中潜藏的旅游需求能分散到日常，减缓黄金周式

的排浪式消费，形成自主消费、自助旅游的趋势和模式，那

么人们的生活质量和文旅消费都能实现提升。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文化赋能是对旅游业最强有力的

赋能。人们都意识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但是对文旅业来

说，传统文化资源需要完成现代性转化。魏小安提出一个理

念，即对传统文化进行现代解读，传统资源做成现代产品，

传统产品融入现代市场，让今天的精品成为明天的文物、后

天的遗产。在他看来，旅游是一项幸福产业，它有一个非常

重要的价值就是超越平庸的日常、超越紧张的工作、超越所

谓的“成功”，让心灵得到满足。说一千道一万，旅游消费

的真谛只有四个字，那就是“好玩、玩好”。



陈雷：让传统文化成为“流量密码”

来源：新华日报 2022 年 09 月 30 日

从河南卫视春晚节目《唐宫夜宴》开始，掌握了传统文

化“流量密码”的河南卫视，就开启了自己的破圈之路，他

们频频将传统文化与综艺创新结合，在中国传统节日推出多

个“奇妙游”晚会，屡屡创造出刷屏的爆款节目，出彩、出

新、出色的节目被全网点赞。今年一连串的“中国节日”系

列节目，让河南卫视再度引发全网关注。在第四届大运河城

市文旅消费论坛上，2021、2022 河南春晚总导演，2022“中

国节日”中秋“奇妙游”总导演陈雷给现场观众带来了一场

名为《用想象力讲好故事——传统文化流量密码》的主旨演

讲，解密了河南卫视火爆出圈的文化流量密码。

《唐宫夜宴》走红之前，河南卫视一直很少受到人们的

关注。在省级卫视竞争格局中，河南卫视始终处于第二梯队，

虽然有《梨园春》《武林风》两档节目稳坐戏曲和武术的宝

座，但随着节目形式固化、受众年龄老化，河南卫视从 2005

年起，在省级卫视竞争中表现属于平平，收视率排名始终在

十几名左右。

2021 年，80 后陈雷被任命为河南卫视春晚总导演，接

到任务的他，直接找到了台领导，表达出了自己的担心，“如



果自己来做这台春晚，我想先声明的是，我身边真的没有人

看电视了。”这话听着有些“扎心”，但却道出了传统广电

业在当下面临的挑战和危机。“我们这个行业很少唱衰自己，

总认为尽管当下‘手机小屏’风头正劲，但‘电视大屏’时

代终将回归，但冷静下来，我们更需要做的是面对现实，不

能自欺欺人。”陈雷说。

身处互联网时代，传统电视人如何找准定位，打造出流

量爆款节目？陈雷提出，传统媒体人需要建立起基于互联网

的“用户思维”,“创作的时候，我们不应把自己当导演，而

是应当以一个博主、UP 主的身份，站在观众的角度进行策

划和创作。”

河南作为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发祥地，绘就了光辉灿

烂的文明画卷。因此，陈雷希望立足中原文化，用时尚的、

年轻人喜闻乐见的形式去包装节目，吸引更多年轻观众，“当

时我的脑海里，就浮现出了一群复活的陶俑。于是，我决定

用讲故事的方式，把它转化成一个节目。”

2021 年春节前夕，河南春晚的《唐宫夜宴》在网络走红，

几乎是一夜之间，这台地方台春晚，在年轻人中“爆红破圈”，

成为广受追捧的现象级节目，一直“少人问津”的河南卫视

也由此成功逆袭。此后，河南卫视又相继推出了“元宵奇妙

夜”“清明奇妙游”“端午奇妙游”等“中国节日”系列节

目，塑造出唐小妹、金刚、洛神等生动的 IP 形象，获得全网



一致好评。陈雷表示：“我们一方面做节目，另一方面也在

打造 IP，我们专门成立了文创公司，来运营孵化，唐小妹、

龙门金刚、洛神，包括这次我们中秋晚会的嫦娥，都在进行

IP 打造，慢慢也形成了这条文化产业的闭环。”

“我们是想做真正有生命力的东西，不是像烟花一样，

一放就结束了，我们希望是做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希望这

一棵大树的下面是有根脉的，可以看到一年又一年的开花结

果。”这个节目是怎么火的？大家为什么喜欢这样的节目？

一年多来，陈雷和团队一直反复思索和总结，最终，他和他

的同事们提炼出了“奇妙游”思维体系。

“奇，就是运用不同的方式，来刺激你的眼耳鼻舌身。

妙，就是我们的身体受到刺激以后，心理所产生的一种同频

共振，从创作来讲就是‘共情’。游，就是一个多元化的、

多维度的奇妙旅程。这个里面可以是视听的，可以是触感交

互的，甚至可以是戴上 AR、VR 眼镜进入虚拟世界的。我们

把这三个字打通以后，就是运用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把大家

心中最需要的那种情感打通。其实就是从人心、人性、人情

出发，抓住共鸣，讲好故事，传承共情。”而最让他感到欣

慰的是，河南卫视一系列节目成功，带动了全国传统文化节

目的兴起。“这种从我们一家到全国多家的风潮，让我们的

传统文化，突然间以不同形式绽放出各种各样的光彩和魅力，

形成了一种从文化自信到文化自觉的风气。”



一连串的“中国节日”的成功，更是在为河南文旅成功

“引流”，从 2021 年春节开始之后的每个中国节日，河南

接待游客人数都在稳步增长。陈雷希望，以“奇妙游”的创

意实现文旅跨界融合，“迪士尼和环球影城永远受到年轻人

的欢迎，为什么？因为它的文化品牌、IP 的基础非常成熟，

由此形成了一个磁场。所以，我们希望能从小做起，从精、

奇、巧做起，扎扎实实地做好内容。”

在陈雷看来，不管科技怎么迭代，观众需要的永远都是

好内容和好故事，“这一次的大运河文化旅游博览会，突出

了大运河的文化优势。中国大运河是一个超级 IP，我们应当

深度开发自己的想象力，想方设法地讲好千年大运河的故事，

用更加广阔的视角把这条河推广到世界各地。”



李嘉平：文旅未来十年，复苏、更新、变革

来源：新华日报 2022 年 09 月 30 日

疫情改变了世界，也改变了文旅业。未来怎样做好创新，

让文旅产业走向繁荣？第四届运博会大运河数字文旅产业

发展论坛上，阿里巴巴集团华东公司总经理李嘉平发表了

《数字科技，驱动文旅新发展》的主旨演讲，从“数字+文

旅”融合的视角，分享了阿里巴巴文旅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实

践与成果。

据《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 2021》披露，2021 年全球

旅游产业稍有增长，但尚未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2022 年端

午节国内旅游出游人次、旅游收入分别恢复至 2019 年同期

87%、58%，恢复程度为年内高点，而客单价恢复度 67%，

与清明、五一持平，部分反映当前近郊短途旅行恢复较长途

旅行更好。“未来十年是从疫后复苏转向更新、变革，走向

繁荣的重要时期。”李嘉平说。

李嘉平认为，数字化已成为未来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共识。阿里巴巴利用“平台合作+数字化创新”，探索出数

字技术与文旅产业融合的新思路，这是共同开启旅游业复苏

和转型的“新十年”。

其一，整合产业资源，“串珠成链”，打造数字化服务



阵地。李嘉平表示，应对不利环境，需要各界携手共建。例

如阿里巴巴与北京平谷区的合作是一个案例。一方面创新营

销方法，增加 IP 效应，通过直播、慢播打造影响力，旅游线

路与特色农产品上线，促进整体消费。

其二，倡导“头雁”先行，积累数字化发展资产。阿里

巴巴飞猪与万豪酒店的合作是个好的尝试。不仅仅库存线上

化，更多的是以用户、会员为核心，打通飞猪与万豪会员体

系，88VIP 通过线上的营销活动沉积数字资产，5 年的合作

新增了超过 1000 万的会员。

其三，企业转型，创新求变。阿里巴巴为企业数字化转

型与探索提供了整体的蓝图。包括游客互动、运营以及产业

监管等。另一方面，也需要文旅企业结合自身的资源与特点，

进行重点数字化创新。以当今最火的“元宇宙”为例，其时

空拓展、高度沉浸、感官延伸、人机融生等特点给文旅发展

带来全新可能。李嘉平表示，应对不确定的环境以及供给侧

问题，文旅行业合作、创新是永恒的主题。



范周：文旅产业如何更好拥抱数字化

来源：新华日报 2022 年 09 月 30 日

伴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迭代和广泛应用，运河沿岸的文

旅产业如何更好拥抱数字化？第四届运博会大运河数字文

旅产业发展论坛上，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北京京和文旅发展

研究院院长、中国文化产业协会副会长范周用一场题为《数

字化时代大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新趋势》的演讲给出了自己的

见解。

在文化数字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大背景下，数字经济已深

刻影响了文化产业和旅游业的生产、消费、传播模式。结合

自己三次游历大运河的经历，范周用六组关系表达了自己的

观点：

一是数字化文旅资源保护与数字化多元新业态开发应

平衡发展。数字化技术保护大运河文旅资源的真实和原生态，

同时针对大运河文旅资源等数据要素对其进行适度产业化、

商业化和市场化开发，二者应注意平衡发展。

二是把握好运河沿线传统业态升级与新型业态发展的

关系。大运河沿线项目并非全部适合新建、全新数字打造，

也要注重传统业态数字化转型升级、提升，二者发展应取长

补短、有效衔接。



三是把握好运河文化与相关线性文化遗产的关系，二者

应协调统筹、相互赋能。大运河沿线多座城市如山东聊城、

北京、河南、宁波、洛阳等均有两条以上的线性文化遗产，

它们是城市可持续发展利用的资源。应以城市为载体，加强

数字化技术对大运河、黄河、长城、长征、丝绸之路等线性

文化遗产间的系统统筹开发、文旅数据共享、旅游平台搭建、

数字业态共创等尝试，充分发挥“多条线性文化遗产”在区

域内的价值与作用。

四是把握好运河数字文化资源与其他相关资源的关系，

二者应全面统筹，加强顶层设计。运河沿线文化资源范畴较

广，不能只单一采集文化旅游资源，应与国家文化公园、水

务、漕运、水利信息等相关资源互通，统筹全面数据，进行

数据融合，设计顶层安排，为运河文旅发展打好基石。

五是把握好运河数字化传播和大众传播的关系。应进一

步加强构建全媒传播格局，充分依托现有传统媒体和新媒体

矩阵，综合应用图文、视频、5G 直播、H5 等多样报道手法。

六是把握好运河数字化发展与文化安全的关系。运河数

字化发展应坚持正确导向、强化数字平台安全性、加强科技

创新，不断提升运河数字文化安全保障能力和风险防范水平。

（编辑 杨珠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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