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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长春节假期点燃旅游热
2024 年旅游消费或维持上升势头

来源：新华网 2024 年 2 月 16 日 记者丁雅雯、李唐宁

热门景区现“人从众”景象、博物馆门票“一票难求”、部分

旅游目的地机票价格水涨船高……随着超长假期的开启，2024 年春

节旅游消费格外火热。

业内人士指出，不少旅客选择“返乡+旅游”“1+1”模式过春

节，是今年春节旅游火爆的重要原因，预计 2024 年旅游消费市场

有望保持上升势头。

超长假期点燃游客出行热 2024 年春节旅游有望迎新高峰

“大年初三，我们临时决定自驾去大同，没想到游客这么多！

当地连锁酒店几乎全部满房，稍微大一点的餐馆几乎都需要排位。”

消费者李女士感叹。

2024 年春节迎来“8+1”超长假期，不少旅客选择“返乡+旅游”

“1+1”模式过节。业内人士预计，春节旅游消费有望迎来新高峰。

“杭州灵隐寺一眼望去，看不到检票口”“大年初三、西湖断

桥、人山人海”“景区‘小桥’成‘人桥’”“博物馆春节假期门

票全都约满了”……在微博等社交平台上，关于春节旅游火爆的讨

论不绝于耳。

美团数据显示，今年春节“旅游过年”的群体越来越多，旅游

消费迎来强劲复苏。截至 1 月 21 日，年三十至大年初八的旅游消

费（含酒店民宿、景点门票、交通等）提前预订量较去年增长约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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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

“在探亲返乡潮以及寒假亲子游、新春跨年游等需求交织下，

今年春节预订高峰和热门跟团游产品售罄时间，较往年更为提前。”

途牛旅游网有关负责人说。

去哪儿网有关负责人表示，不少旅客选择“返乡+旅游”“1+1”

模式度过春节，大年初二出发的旅客数量相较节中其他几天更多。

预计 2024 年春节旅客量有望达历史新高。

“南北互跨”成春节旅游关键词

在“南方小土豆”“北上”感受东北雪乡的同时，不少“东北

大冻梨”也“南下”体验南方的暖冬，“南北互跨”成为今年春节

旅游趋势。

途牛旅游网在《2024 春节旅游消费预测报告》中指出，春节假

期呈现出明显的“南北互跨游”趋势。具体来看，来自上海、江苏、

广东、浙江、湖南等地的游客更倾向于选择京津冀和东北地区作为

旅游目的地，而北京、天津、山东、陕西以及东三省的游客则对海

南、广东、广西、云南、江苏等目的地展现出更强烈的旅游意愿。

“今年春节‘南北互跨’的旅游趋势十分明显。其中，元旦爆

火的哈尔滨热度不减，春节的提前预订量远高于全国大盘；而三亚、

西双版纳、北海仍是春节热门度假去处，为北方游客过冬提供了更

多选择。”美团有关负责人说。

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研究所副研究员洪勇表示，南北方截然

不同的自然环境和文化氛围，满足了消费者探索新鲜事物的心理诉

求。而各地政府和旅游企业加强了对不同地域市场的宣传和营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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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有效激发了南北游客相互探访的兴趣，是“南北互跨”游热度

不减的重要原因。

2024 年旅游消费有望保持向上势头

中国旅游研究院近期在报告中指出，2023 年旅游市场和旅游产

业链得到明显修复。预计 2024 年国内旅游人数将超过 60 亿人次，

入出境旅游人数合计有望超过 2.6 亿人次。

“随着国内经济的回暖，国际航班的恢复和签证政策的放宽，

预计2024年国内旅游消费规模持续增长，出境游规模或全面提升。”

途牛旅游网副总裁齐春光说。

齐春光认为，2024 年国内旅游消费有以下几方面趋势：一是，

文化游继续受到追捧，文化遗产、博物馆、科技馆、红色旅游等主

题将持续受到广泛关注；二是，乡村旅游加速发展，消费者对田园

风光、乡村文化的追求，将进一步推动乡村旅游的发展；三是，越

来越多的消费者倾向于“反向旅游”，一些小而美的旅游目的地有

望成为“黑马”。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者对于旅游品质和体验的关注度

持续攀升，将进一步促进高端旅游产品和服务的增长。预计 2024

年旅游消费将呈现复苏并加速发展的态势，特色旅游、品质旅游成

为主流。”洪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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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里寻年味 文化之美绽旅途
来源：中国旅游报 2024 年 2 月 16 日

博物馆是连接古今的文化场所，也是珍藏年味儿和年文化的宝

库。春节假期，全国各地“博物馆里过大年”系列主题活动丰富多

彩，吸引市民游客观展览、看文物、赏民俗，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

趣味和魅力。

展示展览受欢迎

各地文博场所统筹多方资源，策划推出春节主题系列展览和丰

富多彩的活动，吸引市民游客打卡。

“御瓷回江西啦，快去江西省博物馆看展啊”“这些文物听说

只有 3 个月的‘探亲假’”……春节期间，江西省博物馆迎来客流

高峰。江西省博物馆党委书记、馆长管理介绍：“博物馆春节假期

不打烊，联合 7 家文博单位推出‘御瓷归来’主题特展。这是 600

年间明清御瓷首次大规模集中回归故里，与家乡亲友‘团圆过年’。”

“风华万象”“满庭芳”等特展揭幕、迎新文化品牌“新春雅

集”“天府汉碑”完整内容亮相……大年初一开始，成都博物馆观

展客流剧增，每日 2 万张门票均被预约一空。成都博物馆启动应急

预案，增派工作人员加强疏导和秩序维护，并每日增加线上门票

2000 张。

大年初四，山东临沂市博物馆北城馆区门口，车辆已排成长龙。

博物馆一楼大厅陈列着“龙的成语”等展板；青少年活动中心内，

“神龙见首”掐丝珐琅挂坠年味手作活动热闹开展；展厅里，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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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解员正在为观众讲解吴白庄汉画像石墓相关内容。

在甘肃各大文博场所，特色活动精彩纷呈。甘肃简牍博物馆与

洞窟式沉浸体验剧《乐动敦煌》联动上演互动式演出，带领观众沉

浸式感知丝路重镇 2000 多年前的模样。甘肃简牍博物馆副馆长徐

睿介绍，博物馆还与甘肃省博物馆、兰州市博物馆发起三馆联动文

化跨界活动，举办了主题打卡、汉服走秀、古风集市等活动。

大足石刻景区面向全国游客开展北山石刻景区门票“买一送

一”活动。“不久前，大足石刻数字博物馆上线试运行，成为展示

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艺术及石窟保护、研究、传承利用成果的全

新平台。春节期间，不少游客来馆参与石刻寻龙活动，赢取文创好

礼。”大足石刻研究院有关负责人说。

文博研学趣味浓

研习非遗技艺、学习“龙文化”课程、体验雕版印刷……春节

期间，不少家长带着孩子走进文博场所，开启研学之旅。

大年初三，中国紫檀博物馆举办“感受匠心传承 领略非遗技

艺”研学活动，不少小学生到紫檀宫里寻年味、品非遗。“活动带

领孩子们进一步了解紫檀木雕工艺，增进了对传统文化的了解。”

中国紫檀博物馆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后将继续推出多样化研学活

动，激发孩子们的兴趣。

春节假期，太原博物馆推出了“博物馆里品年味”活动、“龙

文化”课程以及文物拓印等体验项目。在博物馆二楼社教中心，一

幅 5 米长的《龙年长卷》铺展在桌子上，孩子们正在用稚嫩的小手

认真创作。太原博物馆公共服务部主任侯艳芳介绍，春节假期前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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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已有 2.3 万人次前来观展，研学项目受到了广泛欢迎。

青海省博物馆同样热闹非凡，该馆组织开展了“字字平安”印

刷体验活动，吸引不少亲子家庭参与。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孩子

们动手体验雕版印刷、活字印刷，感受古人的智慧。现场一位家长

说，此次活动是一次难忘的体验，孩子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了全

新认识，增强了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

“1000 多年前的剪纸长什么样？”“‘总把新桃换旧符’中的

桃符是春联前身吗？”春节假期，武汉博物馆邀请多组亲子家庭共

话年俗。社教老师以甲骨文中的“年”字为引，带领大家感受年俗

之美。武汉博物馆有关负责人表示，将深挖馆藏文物资源，不断拓

宽宣教渠道，创新社教方式，讲好武汉故事，传承中华文化。

夜下相约博古今

春节期间，不少文博场所主动升级服务，延时开放或推出夜游

活动，受到市民游客的欢迎。

大年初三晚，位于河南安阳的中国文字博物馆灯光熠熠，“一

字千年·龙行龘龘”博物馆奇妙夜春节系列活动开启。活动以体验

甲骨文、中国传统技艺、汉字民俗为主要内容，设置 14 项夜游体

验活动。“我们特别策划了此次夜游活动，让更多观众走进博物馆，

体验汉字文化蕴含的独特魅力。”中国文字博物馆党委书记、常务

副馆长宁红亮说。

大年初五华灯初上，河北邢台博物馆春节特别活动“博物馆奇

妙夜”精彩上演。市民游客穿上汉服，沉浸式体验邢台历史文化。

博物馆迎来“各朝佳人”，上演了一幕幕精彩场景。“大家好，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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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邢窑白瓷，来自唐朝……”展厅内，志愿者张明远“化身”文物，

向观众讲解邢窑白瓷的特点及发展历史，带领观众学习唐朝礼仪。

大年初五晚，深圳博物馆历史民俗馆 3 楼报告厅座无虚席，“深

博之夜·深圳博物馆古琴新春音乐会”热闹上演，近 200 名观众在

古琴的清雅之音中欢度佳节。据了解，春节假期，深圳共有十余家

博物馆开放夜游，包括深圳博物馆（历史民俗馆）、深圳博物馆（古

代艺术馆）、深圳改革开放展览馆等。在各大社交平台上，网友纷

纷为深圳各大博物馆开放夜游点赞。

“参观晚上见”是春节假期“爱在津城”十大暖心服务之一。

天津博物馆、天津美术馆等延时开放，首次将开放时间延至每天 22

时。延时开放期间，各大博物馆服务“加量不加价”，天津博物馆

推出了“龙行龘龘”春节传统民俗文化展演，天津自然博物馆开展

了“龙”主题博物馆奇妙夜活动。

（采访组成员：周晨 牛莹 徐晓 王文华 统稿：魏彪）



- 9 -

综艺节目成为文旅融合新路径
来源：光明日报 2024 年 2 月 5 日 记者 牛梦笛 通讯员 路卓杭

近年来，一大批综艺节目走出演播室，来到辽阔的山河大地，

踏入烟火气十足的巷尾街头，邀观众一起在旅途中品味历史文化，

探讨社会人生。这些“文化+旅游”节目以创新方式展现城市与乡

村美好生活，引领了一波“跟着节目去打卡”的旅行热潮。近期，

《何不秉烛游》《万卷风雅集》《一馔千年》等节目播出，再次生

动展现了文化与旅游双向奔赴的场景。综艺节目正成为文旅融合的

新路径。

沉浸式体验激活文旅发展新动能

随着近年来文旅融合的不断深入，文化类综艺节目愈加注重呈

现文化和旅游元素的密切结合，增强观众体验感，以接地气、聚人

气的朴实镜头，多维度呈现美丽中国，展现厚重人文底蕴。

不同于简单的旅游打卡，文旅类节目通过嘉宾的体验和探索，

多元、丰满且具体地呈现地域特色。《何不秉烛游》福州篇从嘉宾

视角切入，游访于闽江、上下杭、三坊七巷、金山寺，透过多样的

场景、人物和维度感知福州，挖掘古都福州的文化新貌与独特魅力。

《万卷风雅集》将“万卷书”带入“万里路”之中，游学嘉宾在绍

兴从衣、食、住、行等方面沉浸式体验魏晋名士风俗雅趣。《非来

不可》让嘉宾深入大兴安岭密林，与当地驯鹿部落一同生活，从而

了解鄂温克族的历史文化。

这些节目将原本或远在天边的文化，或已为陈迹的历史鲜活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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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观众眼前，既激发了大众的兴趣，又宣传了当地的文旅资源。

创新表达为文旅产业打开一扇窗

在题材、内容不断丰富的同时，文旅类综艺的形式也在谋求创

新，深耕新的文化表达场景，从精神连接、情感体验、审美氛围等

多角度开启观众对城市与乡村的美好想象，使内容生态释放出更加

强大的社会价值，赋能文旅产业。

《何不秉烛游》从夜游角度切入，跟随不同人的脚步来到不同

城市的街头，全方位展现每座城市里的人和历史，以及生活透露的

特征与情感表达。节目创新了深夜人文漫游纪实影像的新模式，聚

焦城市里每个鲜活人物背后的故事。《澳门双行线》以美食为切入

点，拓展了人们对于澳门的想象空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传媒研

究中心秘书长、研究员冷凇认为，“这些节目以地区为载体展现不

同的生活方式，拓展了观众对城市的美好想象，为地方的文旅产业

打开了一扇令人感兴趣的窗。”

《舌尖上的乡村》记录丰富多彩的乡村活动和种种美食，生动

诠释新时代乡村的美好生活。朴实、惬意的乡村寻味之旅引发人们

对乡村生活的向往，促成了文化、旅游和全媒体的叠加效应。

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副主任黄典林表示：“相比其

他类型综艺节目高强度的竞技环节和人物冲突，文旅类综艺节目擅

长通过对自然景观、特色文化、风土人情的发掘，给观众带来更丰

富的云游体验和更深层的情感满足。”

综艺影响力推动地方“出圈”

在“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大背景下，文旅综艺节目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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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日益扩大。在节目带动之下，许多地方火爆“出圈”，旅游发展

的内涵不断丰富，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而助力。

《非遗里的中国》福建篇播出后，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接待游

客数量实现“现象级”跃升，较 2022 年同期增长 452.92%。《种地

吧》热播后，杭州市西湖区三墩镇建设高新农业示范基地、特色非

遗主题民宿以及高端农业品牌田野直播间等“农业+文化+旅游”项

目，找到了发展新思路。

文旅节目刺激当地旅游产业建设的效应有目共睹，而其在文化

宣传领域的能量也同样不容小觑。《一馔千年》展现中国各地美食

背后的独特魅力与文化传承，激发观众文化自信；《非遗里的中国》

带动文旅、非遗、媒体的良性互动，使众多非遗街区为游客关注。

在广电新视点中心常务副主任张延利看来，“文旅类节目不仅为取

景地聚集了人气，更在寻访中实现了文化与生活的巧妙勾连，找到

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的有效路径。”

（编辑 杨珠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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