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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文深观察⑧

□ 本报记者 郭静瑜

继“反向旅游”“小众旅游”后，“下沉
式旅游”来了。

2023 年以来，游客出游热情高涨，
文化和旅游行业复苏势头强劲，且呈
向好趋势。据文化和旅游部数据统
计，2023 年“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
2.74 亿人次，端午节假期全国国内出
游 1.06 亿人次，今年的国庆出游也掀
起新热潮。

热潮之下，不少游客另辟蹊径。在
“人从众”和“价格刺客”的现实情况下，
一些追求清净、惬意的出游人群选择到
小众城市甚至不知名的乡镇、村寨来一
次“下沉式旅游”，体验“向往的生活”。

把假期交给一个“小”地方，既不用
待在家里无所事事，也不用到热门景点
扎堆；既有旅游的新奇感，也没那么累。
来一场“不计划、不赶趟、不打卡”的旅行
正在成为潮流。

需求端全面爆发，供给端玩法多
元。素来有“小众天堂”美誉的昌江，在
新一波旅游方式的迭代下，如何把握这
一机遇，答好“下沉式旅游”这道新考题？

旅游消费“井喷式”爆发，
“下沉式旅游”热度初现

阿兰·德波顿在《旅行的艺术》中道
破旅游的本质：真正的旅行，是旅者的心
灵与旅行地之间的共通和默契。

“游客在敦煌月牙泉景区堵骆驼”
“海拔5500米的珠穆朗玛峰凌晨两点还
在堵”“去洪崖洞看人流”……尤其到了
假期，旅游的堵已经变成了常态。

比起热门景点的体验感欠佳，今年，
“下沉式”的小众旅游又一次成为年轻人
的“心头好”，这也表明其从一种偶发式
行为变成当下的一种旅游趋势。

“不想假期在人流拥挤和车辆堵塞

中度过，感觉大多数自然风景区，特别是
热门旅游目的地打卡地都长得差不多。”
95 后旅行爱好者佳佳告诉证券导报记
者，她现在更喜欢去一些不是很有名但
风景不错的目的地。

据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
年的国庆7天假期，全国国内旅游出游达
到4.22亿人次，本地游、周边游成为广大
居民出行的首选。国内某 OTA 平台数
据显示，甘肃临夏、四川遂宁、福建霞浦
等城市的高端酒店，在2023年“十一”期
间的预定量同比 2021 年高出 10 倍。一
些所谓的“冷门”旅游城市的酒店预订量
也都呈现出增长的趋势。

除了躲避人潮，相对较低的旅行成
本也是年轻人选择“下沉式旅游”的主要
原因之一。以海南西部小城昌江为例，
比起周边热门城市动辄 1500~2000 元的
房价，不到800元便可在棋子湾观赏到海
南最美日落。

“之所以选择一个‘小’地方旅行，是
因为景美、人少的同时吃饭住宿还便宜，
特别适合像我们这种刚参加工作、收入
有限的年轻人。”佳佳补充道，其实，旅游
的目的就是一种放松，“小”城市的慢节
奏对我们来说很有吸引力。

海南大学旅游学院副教授刘刚表
示，“下沉式旅游”是持续推进文旅深度
融合的结果，也是旅游者悦己性意识觉
醒的结果。同时“下沉式旅游”也是小众
目的地优质旅游资源与主流消费客群的
一种“双向奔赴”。

出行趋于理性，
小众城市不再冷门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曾在接受
媒体采访时说：“过去的旅游是看风景，
今天的旅游是体验场景。”

1984 年国家发布旅游建设方针，拉
开了中国现代旅游业发展的序幕。但受
到交通不便、消费能力有限、没有固定长
假的影响，出门旅游的人数还不太多。
直到2000年出现“黄金周”，国内旅游业
迎来真正快速发展期。

观察这些年旅游业的发展，大众旅
游蓬勃发展，催生了成团式旅游、自驾
游等主要旅游方式。随着高铁、高速公
路等交通网络的建成以及各种 OTA 平
台的出现，旅游出行的门槛越来越低
了。“上车睡觉，下车拍照”的旅行方式
已经无法满足当代人群多样化的出行
需求。

佳佳表示，社交媒体平台的出现，
也为年轻人提前制定出游计划提供了
极大的便利。“我在出游前都会在小红
书、飞猪等平台上做攻略，去了解旅游
目的地的信息，从而获得更舒适的旅游
体验。”

曾经的“小众冷门”城市正在通过
社交媒体等现代化方式“冒头”进入游
客视线。

海财经·证券导报记者了解到，2023
年中秋国庆“双节”期间，昌江共接待游
客人数11.57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4900
余万元，累计接待游客人数和旅游收入
与2022年相比实现翻倍增长。

昌江黎族自治县旅游和文化广电总
局局长洪少明表示，近年来，昌江在棋子
湾旅游度假区、海尾镇沙渔塘社区、王下
乡·黎花里等景区景点举办电音、露营等
精彩文旅活动，让游客在山与海中更好
地享受诗和远方。

业内人士表示，支持开发小众目的
地，可有效分流市场热度，给消费者带来
更加多元化的旅游体验。虽然这一出游
方式尚未成为主流，但它正在年轻人中
流行，未来发展空间可期。

从“接得住”到“接到位”，
“下沉式旅游”的思考

消费需求的升级是“下沉式旅游”走
红的根本原因。

其实在“下沉式旅游”出现之前，也
出现过一阵打卡小众网红景点的旅行热
潮。但是当人们跟着社交平台攻略到达
现场后，才发现“图片仅供参考”，带给人
们“买家秀和卖家秀对比”的强落差感。

坦白来说，虽然社交媒体发布的“带
滤镜”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了消费者
出游心情和积极性，但也反映了年轻消费
者日益增长的旅游需求和决策习惯。

随着国内综艺《向往的生活》热播，
小城昌江成功出圈，抓住一波流量。跨
越了山海的蘑菇屋与宁静的小渔村成为
众多游客心中的“诗和远方”。

“小地方”面对到来的流量，如何“接
得住”“接到位”？

刘刚认为，短暂的“网红”相对容易，
能够借助流量并持续引流带动整个区域
旅游产业的发展却很艰难。让流量变成
留量，“小”地方还需要在基础设施、服务
能力、产品多元性以及可为游客提供深
度体验参与的项目等方面做文章。

海南省旅游发展研究会会长王建生
认为，小城要处理差异化发展思路。在“千
城一面”中回答好“我是谁”的问题。紧扣
自身特色，着力提升吃、住、行、游、购、娱各
个环节的产品服务体验，通过业态的创新
和优质的服务，让游客来了还想来。

在携程相关负责人看来，网红是开
始，长红是终点。在“下沉式旅游”趋势
下，下沉的文旅目的地还是要以全域运
营作为突破口。对小众目的地做科学的
旅游规划以及长效的运营体系，因地制
宜走出一条符合自身“县情”“Z景情”的
特色旅游开发道路。

昌江如何答好
““下沉式旅游下沉式旅游””这道新考题这道新考题？？

王下乡
洪水村

海南环岛旅游公路昌江段海南环岛旅游公路昌江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