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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日出游，还能这么玩
来源：大众日报 2024 年 5 月 7 日 记者 唐晓宁

沉浸式体验业态越发受追捧，“新国风”从春节、清明一直吹

到“五一”，“露营+”新玩法全面开花……今年“五一”假期，

山东各地大力增加文旅新供给，游客更是玩出“新花样”。

5 月 6 日，记者从省文化和旅游厅获悉，今年“五一”假期，

山东共接待国内游客 4871.2 万人次，按可比口径，比上年同期增

长 24.5%，比 2019 年同期增长 29.1%；实现国内旅游收入 438.6 亿

元，按可比口径，比上年同期增长25.8%，比 2019年同期增长10.9%。

“玩出深度”成潮流，沉浸式体验受欢迎

这个“五一”，人们表现出旺盛的出游热情。省内头部景区人

气爆棚，15 家 5A 级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 542.64 万人次，同比增长

28.32%。其中，蒙山景区接待游客 33.5 万人次，增长 178.24%；微

山湖景区接待游客 32.75 万人次，增长 120.24%。城市休闲游火热，

天下第一泉景区接待游客超 100 万人次，青州古城接待游客超 80

万人次，青岛八大关、烟台朝阳街等城市旅游街区接待量几近饱和。

青年学生依然是出游主力群体，00 后游客占 29.8%，90 后占

26.4%。过夜游客平均停留时间同比增长 5%，从上年同期的 2.03 夜

增加到 2.14 夜。人均游览城市数 1.32 个，同比增长 12.0%。

客源结构优化触发新需求。“五一”假期沉浸式体验业态越发

受追捧，人们在游玩方式、目的地选择等方面纵深明显增加，时尚

化、个性化的休闲度假玩法逐渐成为文旅消费新特征，游客“玩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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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成潮流，各大景区也不断翻新玩法吸引游客。

“新国风”从春节、清明一直吹到“五一”，各地聚焦发掘本

土文旅特色，带火国潮消费。在济南大明湖景区，游客可以加入穿

汉服巡游的“明湖护卫队”拍照留念，也可以穿上精美的传统服饰

开始一段簪花游船旅拍之旅；在沂蒙山龟蒙景区，国风舞蹈、琵琶

古筝弹奏表演在山林间接连上演。

走进乡村，“露营+”新玩法全面开花。临沭县文化和旅游局

局长张媛媛介绍，根据不同消费群体喜好，打造的集野炊、游玩、

社交于一体的主题露营地成为临沭县网红打卡“新地标”，“五一”

期间露营人次达到 2.28 万。在朱村好运角露营地，游客们或玩耍

拍照，或在烧烤区烧烤，5 天假期露营游客达 1.3 万人次。

花样“宠”游客，将流量变成“留量”

这个假期，“老牌网红”淄博重回顶流。紫米饼、炒锅饼、硬

炸肉、博山菜煎饼……一道道美食成就了八大局便民市场独特的烟

火气。不少游客对执勤的民警印象深刻。“有民警在执勤时还会帮

游客拍照，真的被淄博的热情好客感动到。”江苏游客王女士感叹。

“一场演唱会带火一座城”的烟台同样当仁不让。这个“五一”，

华晨宇演唱会在烟台举办，吸引全国各地 13 万乐迷奔赴烟台。“我

们开展‘你是我的小苹果’宠粉行动，在现场向歌迷游客赠送烟台

苹果，发放旅游手册和烟台特色文创礼品。”烟台市文化和旅游公

共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孙爱红说，“另外，我们还协调烟台山、朝阳

街、所城里、虹口 1920、海岛日记文创咖啡店等景区和场所设置欢

迎歌迷的打卡点，将‘流量’变‘留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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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爱红说，为让歌迷游客在演出散场后的深夜仍“有食可觅”，

烟台相关部门梳理晚上十点以后仍在营业的餐饮场所清单，并及时

通过权威渠道发布，赢得歌迷游客“点赞”。

省内文化场馆在假期中延时闭馆，也让游客感受到细微服务的

温暖。据悉，自 5 月 1 日开始至 10 月 7 日，全省组织公共文化场

馆每天延长开放服务至晚 7 点，涵盖 534 个公共图书馆、博物馆（纪

念馆）、美术馆、文化馆（非遗馆）。截至 5 月 5 日，全省公共文

化场馆共计服务 449.9 万人次，同比增长 50.6%，其中淄博市公共

文化场馆免费开放接待 42 万人次，同比增加 110%，更好满足了人

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文旅跨界融合，旅游场景更加丰富多元

新的旅游需求在催生新供给和新玩法的同时，也使旅游产业的

边界不断重构，加速了文旅产业的跨界融合。这在山东的住宿业中

体现尤为明显。

漫步国潮集市、感受非遗文化、现场体验汉服簪花……在山东

文旅酒店集团所属的怡豪大饭店，这些都已成为游客游玩体验的一

部分。“来济南就是冲着簪花拍照来的，没想到在酒店就能穿上汉

服拍照打卡，酒店的这波操作太潮了！”入住游客小陈惊叹道。

“这个假期，集团旗下各酒店将国风与现代旅游体验巧妙结合，

打造出令人耳目一新的酒店体验。”山东文旅酒店集团相关负责人

介绍，针对“五一”亲子出行需求，泉城大酒店策划非遗面塑、糖

画等活动，让家庭宾客体验非遗传习的乐趣。在 NAHAFA 雪野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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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营度假村，热闹的星空篝火晚会火热开场，孩子们在驻唱歌手优

美的歌声中载歌载舞过“五一”。

据了解，假日期间，济南市喜来登酒店、鲁能贵和洲际、香格

里拉大酒店等星级酒店床位出租率平均在八成以上，价格基本稳

定。九如山民宿群、若谷山居等民宿客房早早订购一空，一房难求。

九如山景区接待游客及旅游总收入，较 2023 年同期增长 20%

以上，景区内各大民宿、酒店更是提前一周就已约满。景区推出“山

野手作”“音乐露营”“篝火晚会”“烧烤 BBQ”“乐队表演”“泳

池派对”等二十余项活动，多种业态让游客更好享受休闲度假的“诗

与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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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旅游让“诗和远方”更具魅力
来源：中国旅游报 2024 年 5 月 8 日 记者 黄高原

哈尔滨防洪胜利纪念塔广场上，松花江光影秀精彩上演；陕西

咸阳秦文化数字光影演艺空间演绎秦朝风华；武汉黄鹤楼的夜间光

影秀致敬广大劳动者……五一假期，“科技+文旅”融合的智慧旅

游沉浸式体验成为消费新亮点。

假日前夕，文化和旅游部人事司、资源开发司在杭州举办全国

智慧旅游培训班，强化智慧旅游的人才支撑，促进数字经济和旅游

业深度融合。今年以来，“新质生产力”成为高频词，而智慧旅游

是“新质生产力”与旅游业结合度最高、最深的领域之一。近年来，

各地充分利用科技创新成果，积极打造互动性与沉浸感并存的新场

景，为游客带来耳目一新的体验。

这是丰富体验的智慧

今年 1 月 1 日，国产首艘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从上海吴淞口

国际邮轮港启航。船上的设施可以充分满足游客的生活、休闲需求，

被誉为“海上城市”。

值得一提的是，爱达·魔都号是全球首艘 5G 智慧邮轮。“基

于 5G 信息网络和卫星技术，爱达·魔都号充分运用数字化、网络

化、智能化创新手段，实现了海上通信和邮轮服务的全面升级。”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王志勤介绍，“通过创新搭建‘5G+卫

星’空天地一体化网络通信，爱达·魔都号在船头、船尾处架设 VR

相机进行慢直播，游客可以在室内欣赏海上美景和邮轮行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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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能在船舱观看精彩节目。”

2023 年 11 月，文化和旅游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公布第一

批 30 个“5G+智慧旅游”应用试点项目；今年 2 月，文化和旅游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公布第一批 42 个全国智慧

旅游沉浸式体验新空间培育试点项目，展现了各地智慧旅游发展的

最新实践成果。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4D+6 面”全景影院立体还原长征

场景，让观众感受血战湘江的战火纷飞；在河北廊坊，“只有红楼

梦·戏剧幻城”打造如梦如幻的沉浸戏剧体验空间……不断涌现的

智慧旅游新产品，让游客的体验更加丰富多彩。

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老厂区、老街区变身网红打卡地，工业

遗存成为文化新地标。春节假期，北京首钢一高炉·SoReal 科幻乐

园正式营业，吸引了大批游客。“在项目打造过程中，我们引入科

技、文化元素，融合未来科技乐园、主题秀场、艺术展览业态，打

造了八大沉浸主题体验区、六大创新消费综合区，赋能城市更新，

助力工业遗存改造。”首钢一高炉·SoReal 科幻乐园总经理吕晓卓

介绍。

这是文化创新的智慧

智慧旅游不仅丰富了游客体验，也在更好保护传承、创新呈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浙江省博物馆“丽人行——中国古代女性图像沉浸式数字

展”现场，借助数字技术，古代女性图像在四周若隐若现，游客置

身其间，仿佛与古代女性展开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展馆内，小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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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们目不转睛地盯着眼前变幻的屏幕，时而模仿古代女性的动作姿

态。“通过展览，我看到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女性的生命群像，内心

很受触动。”广州游客戴女士说。

夜幕降临，文旅演艺项目《今夕共西溪》在杭州西溪国家湿地

公园上演，一排身着传统古典服饰的少女撑着油纸伞在桥头翩然起

舞，长桥之上，光影变幻。《今夕共西溪》以西溪实景为舞台，讲

述了南宋礼部尚书洪皓出使金国，以文止战，被扣北国 15 年仍坚

守初心使命的故事。

浙江大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策划总监杨艳荣介绍：“我们在项

目打造过程中结合自然生态景观，将西溪美景、人文雅致与科技完

美结合，为观众呈现了一场宋韵实景大戏。”

“发展新型文化业态，需要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更

需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

副院长卜希霆认为，推动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发展，能够激发文化

创新创造活力，吸引更多年轻人感知美好生活。

“你好，文学之树，沈雁冰有多少个笔名？”“沈雁冰的笔名

约有 116 个，其中较为著名的有 30 多个……”在浙江文学馆数字

体验厅“对话文学之树”项目前，不少家长和小朋友大声提问，基

于文学大数据平台及大模型驱动的“文学之树”一一作答；在“一

木一石”数字大屏前，游客只需动动手指点击屏幕，就能了解鲁迅

等文学家的行迹图、朋友圈……依托文学数字化应用，浙江文学馆

不仅成为亲子家庭读书休闲的好去处，也成为外地游客的打卡地。

作为浙江文学馆文学数字化体系搭建方，新华智云科技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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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总裁助理余靖静说：“数字化让文学生动可感，文学让数字化更

具人文关怀。希望通过数字化技术，为观众提供更加丰富的文学体

验，给‘文学+’带来更大的发展空间。”

这是管理高效的智慧

游浙里、一码游黔东南、数字故宫……当前，各地景区的智慧

化服务和管理已逐渐普及，通过一个个小程序、APP，不仅能让游

客便利获取“吃住行游购娱”一站式服务，还能让旅游管理更加高

效。

在云南丽江古城，5G 无人机智慧机库通过自动巡航、返航等功

能为景区安全防控、指挥调度提供有力支撑；安徽黄山风景区通过

实时客流监测、实时天气预测等，为游客打造一体化旅游服务系

统……

不少景区还通过智慧旅游项目提升适老化服务。去年，文化和

旅游部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组织开展老年旅

游典型案例推荐遴选工作，其中不乏景区适老化智慧旅游导览系统

升级、上线关怀版 APP 等案例，让老年群体享受更便捷、更有温度

的智慧旅游服务。

近年来，杭州市以“城市大脑”为载体，以让游客“多游一小

时”为主要目标，聚焦景区入园、酒店入住、游览转场等游客排队

场景，推出“10 秒找空房”“20 秒景点入园”“30 秒酒店入住”

“数字旅游专线”四大便民服务，利用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

等技术，优化城市旅游服务。

2023 年，以举办亚运会为契机，杭州向全球发放 100 万份亚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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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大礼包，市民游客可通过“亚运 PASS”数字化平台，兑换杭州

地铁通票、景点门票。活动期间，有 492.7 万人次享受了惠民权益，

直接拉动消费约 6.3 亿元。

“2023 年杭州数字文旅企业共 1189 家，涵盖数字文化内容生

产、数字旅游体验服务、数字文旅技术服务等类型，产生 16.6 万

个就业岗位和 2145.5 亿元营收。”杭州市文化和旅游发展中心（杭

州市旅游经济实验室）主任周围介绍，“今年，杭州启动实施数字

文旅产业培育三年行动计划，并与多家企业达成合作，进一步用文

旅连接其他行业，用数字化赋能百业。”

对于智慧旅游接下来的创新与发展，王志勤建议，要进一步鼓

励适配旅游场景的产品、技术研发，推动场景与技术深度融合；打

通数据采集标准，构建一体化旅游数据平台；打造技术提供商与旅

游行业单位的供需对接平台，推动供需两侧协同创新；推动旅游景

区形成数字化建设规划意识，引导景区培养复合型人才。

（编辑 杨珠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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