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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老年旅游市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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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西“ 33 消 费 节 ”成 效 明 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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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东方甄选火出圈后，昔

日教培龙头新东方近日再度

官宣创业。令人意外的是，新

东方斥资 10 亿元进军文旅行

业，并没有选择自身的传统强

项 ，也 就 是 当 下 最 火 的 研 学

游，而是将目光瞄准中老年群

体，表示将为其“提供有文化

幸福感、有知识获得感、有个

人 追 求 感 的 高 品 质 文 旅 服

务”。公开信息显示，新东方

文旅已在浙江、陕西、新疆等

地设立分公司，其发布的不少

旅游线路如“浙东唐诗之旅”

“莲都寻根之旅”“东坡精神溯

源之旅”等都颇具文化意味，

受到中老年群体欢迎。

新东方落子中老年旅游赛

道，无疑是看好这背后巨大的

增长空间。一方面，老年人口

基数大、老龄化趋势加速为中

老年旅游带来广阔的市场前

景。截至 2021 年底，全国 60 岁

及以上老年人口达 2.67 亿，占

总人口的 18.9%。预计 2035 年

左右，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

突破 4 亿，在总人口中的占比

将超过 30%。另一方面，随着

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观念的

改变，旅游成为越来越多中老

年人追求健康生活方式、满足

精神和社交需求的选择。统计

显示，2016 年至 2020 年，我国

老年人文旅消费年均增速达

23%；2021 年，45 岁以上中老年

旅游者合计出游 11.94 亿人次，

占 国 内 旅 游 客 源 市 场 的

36.81%，其中 45 岁至 64 岁人群

是旅游市场第一大客源。

但是，面对中老年人对旅游与日俱增的期待，当前旅游市

场的供给还没有快速跟上。长期以来，低价游、购物团是老年

旅游如影随形的标签，一些旅游公司打着特产、康养的名义带

中老年游客“参观”金银玉石店、保健品中心等地，大大影响了

中老年人的旅游体验。即便是一些正规的旅游项目，也难免

因不合理的线路安排、枯燥无味的讲解让中老年旅游陷入“上

车睡觉，下车拍照”的模式。可以说，大家对千篇一律的“景点

打卡式”旅游早已厌倦。有着丰富生活阅历和旅行经验的中

老年游客需要的不只是“拉得出去，带得回来”的普通领队，而

是面对名山大川、名人故居能输出更多有深度、有文化、有品

质的讲解。特别是以“60 后”“70 后”为主体的新老人群体大量

涌现，他们的旅游更多出于社交、兴趣爱好导向，更看重旅游

的内容和文化属性，更关注旅游过程中的体验和服务品质。

这些不同于以往的需求变化亟待市场给出回应，也为新东方

等有志于在中老年旅游赛道发力的企业提供了契机。

尽管中老年旅游的市场前景诱人，特别是老年人被普遍

认为是“有钱有闲”、一年四季皆可出游的“黄金”消费者，但要

想做好中老年旅游也绝非易事。首先，中老年消费者的旅游

需求已经生变，旅游企业应敏锐捕捉中老年游客的兴趣偏好

和需求盲点，针对不同人群精细化设计旅游产品，如康养旅

居、老年时尚、养生研学、亲子共游等多个细分领域，为出行赋

予更多社交、文化、健康、休闲等属性。其次，中老年群体有其

自身独有的特点，譬如在安全、舒适、便捷等方面要求较高，更

在意旅游过程中的健康管理和医疗保障，这就要求企业在行

程安排、住宿条件、交通安排、医疗卫生等方面充分考量不同

老年群体的身体状况，不断提高专业化服务能力，提升服务质

量，解除中老年人出行的后顾之忧，为中老年消费者创造更加

安心舒适的旅游体验。

实际上，不只是中老年群体，每一个消费群体都呼唤契合

自身需要的高品质文旅产品的出现。期待“会讲课的导游”为

旅游行业带来一股新风，让越来越多消费者通过高品质的

文旅体验领略文化的精髓。

“不久前，集团参与主办的‘2023 年广

西 33 消费节之广西（国际）汽车博览会’聚

焦汽车及大宗消费，聚合家居、餐饮、文旅、

亲子等复合布展业态，将车展场景延伸到各

类消费场景中，促进汽车领域消费成效明

显，累计带动全网销售额约 6000 万元，其中

汽车销售超 375 辆，销售额约 5600 万元。”广

西现代物流集团副总经理刘献伟说。

广西（国际）汽车博览会是 2023 年广西

“33 消费节”的系列活动之一。2023 年广西

“33 消费节”以“消费提振年”为主线，聚焦

壮族“三月三”等节假日，通过县市区联动、

政银企协同、线上线下互促等方式，于 4 月

至 6 月全面开展系列促消费活动，以节兴

商、以节兴市、以节聚势成效明显。

“活动期间，共投入财政资金 1 亿元，撬

动各市和社会资金 4 亿元，开展活动超 1000

场次，覆盖广西 60 万零售餐饮商户，直接带

动云闪付平台零售、餐饮销售额达 27.2 亿

元，间接带动广西零售、餐饮行业商户交易

额超 1300 亿元。”广西壮族自治区商务厅市

场运行处处长朱雁玲说。

2023 年 广 西“33 消 费 节 ”通 过“1+ 6+

14+N”的方式，聚焦大宗消费、升级消费、城

市消费、新型消费、农村消费、东盟消费六大

主题，自治区层面组织开展 25 场主题促销

活动，发放汽车、家电等消费券超亿元，不断

拓展消费新场景，活跃消费市场气氛。

活动期间，广西共发放超 70 万份“33 消

费券”包，整合各市和重点商家发放 3亿元优

惠券、消费券，带动云闪付商户活跃度较活

动前提升 16.2%，交易额环比增长 35.6%。活

动期间，广西 21 家银行交易笔数达 3440 万

笔，较去年同期增长 7.8个百分点。

消费节聚焦重点商品，开展购车专项补

贴、汽车自驾联盟、汽车精品展和汽车下乡

巡展等汽车促销活动，带动汽车销售增长。

同时，持续开展家电以旧换新活动，对购买

特定能级家电和智能家电按 10%给予补贴，

直接促进上半年家电销售 4.7 万台，销售额

达 2.12 亿元。

广西还大力开展文商旅融合促消费活

动，举办“中华美食荟—桂味 FUN 心吃”、广

西夜消费嘉年华活动，发布夜间消费地图，

吸引达人探店直播、观看量达 526 万人次，

促成夜间消费 1700 万元。

嗨 FUN 空间、食尚美味、潮食非遗、集

食行乐等主题板块精彩纷呈，趣味营地、国

潮风服饰打卡巡游点妙趣横生，城市周末综

合休闲空间聚拢人气⋯⋯5 月 26 日晚，2023

年“中华美食荟—桂味 FUN 心吃”美食集市

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外广场正式开市，餐饮

企业将特色美食从后厨搬到户外，用技艺展

示、美食品尝、游戏互动等方式提升消费者

体验，“以展促销”引导消费者到店消费。

6 月 16 日，2023 年广西“33 消费节”——

夜消费嘉年华启动仪式在南宁举行。活动

聚焦夜购、夜食、夜游、夜娱、夜秀五大主题

板块，覆盖超万户实体商家及 10 万个夜间

流动小店。

美团数据显示，4 月以来，广西夜间堂

食线上交易额同比增长超过 51%。南宁步

行街、万象城、北海侨港风情街等成为热门

夜间堂食消费商圈；米粉、卤味鸭脖、小龙

虾等是深夜消费 TOP 品类。

为帮助“老字号”企业更好适应新

消 费 升 级 需 求 ，“33 消 费 节 ”还 推 出

“百年有新趣·欢购老字号”嘉年华，

为企业品牌赋能，促进国潮消费。

“我们在稳固现有传统渠道的

同时，努力开拓年轻人热衷的线上

渠道。今年‘33 消费节’其中一次

直播带货就为店铺带来 117 万次访

客量，提高了品牌知名度，提升了产

品销量。”广西梧州双钱实业有限公

司市场部部长伍迪说。

据悉，广西“33 消费节”已累

计举办 5 届，累计带动超 60 万

户广西商户实现总交易额

近 6000 亿元。

图为在广西南宁举办的广西图为在广西南宁举办的广西（（国际国际））汽车博览会汽车博览会。。

温云钊温云钊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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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演出惠百姓
本报记者 马维维

广府古城古韵浓
本报记者 宋美倩

三伏天，人们把目光投向了清凉秀美之

地。被千顷碧波簇拥的河北省邯郸市广府

古城受到了游客青睐。

夕阳西下，喧嚣的古城却没有安静下

来，古城墙上灯光点点，街巷两旁红色灯笼

光影交错，夜色阑珊，一步一景的广府古城

成为游客们的天然摄影棚。

今年 62 岁的李梅荣来自广东汕头，和

朋友们慕名来广府游玩。她特意挑选了一

身青绿色襦裙，沿着逐级升高的马道，一阶

阶登上 12 米高的城墙，城内万家灯火，城外

浩渺湖波尽收眼底。

“在这里租一套汉服，在月光下漫游，看

碧水绕城，品古巷夜景，来一次历史‘穿越’，

真是韵味无穷。”李梅荣这样表示。

广府古城有 2600 多年的历史，始筑于隋

末，经元、明增修而成规模。城高 12 米，古城

墙周长 4.5 公里，城外四面环绕一条宽达 120

米的护城河，坐落在面积达 4.6 万亩的永年

洼之中，早年就有“北国小江南”的美称。

为更好地传承历史文化，让老祖宗留下

的瑰宝为新时代的经济建设服务，当地政府

在全面开发消费空间上下功夫。永年广府

把商业与文化有机融合，按照修旧如旧的原

则整修古城墙，按照古风古韵的要求，改造

提升了广府府衙、杨式太极拳创始人杨露

禅、武式太极拳创始人武禹襄等名人的故

居，再次修缮沿主街近 300 家门店，打造商

旅步行街，并对城内交通进行了科学规划，

合理设定禁行时间、单行道路，改变古城人

车混杂的交通乱象。

在历史景观有效提升的同时，系列文化

旅游项目也在同步推进。景点设置了以风

土人情、历史典故、古装戏曲及民俗民艺等

形式再现的表演节目，其中大型古装情景剧

《皇上驾到》、国家级非遗永年吹歌，让人不

禁感叹传统文化的魅力。此外，打造出集特

色餐饮、文化旅游、民俗文化展示、观光购

物、民宿客栈于一体的特色文化旅游业态。

历史与现代的融合，给这座有着近 3000 年

历史的古城增添了烟火气息。

“稻引千畦苇岸通，行来襟袖满荷风”。

在一望无际的芦苇间荡起小船，在万亩荷花

淀中戏水观景，成为不少来古城游客的必选

项目之一。“每年夏秋季节，我都会带全家人

过来坐船玩水、赏鸟钓鱼，玩得挺尽兴。”从

邯郸市主城区开车过来的游客陈明鑫说。

永年古城，还有一名叫做“北方旱地水

城”。围城一圈的护城河，烟波浩渺的永年

洼，让这里成为一座生态湿地与古老城池相

融的结合体。

走进湿地，满眼都是荡漾的碧波、连片

的芦苇，抬头有飞鸟、水中见游鱼。因为生

态环境逐年改善，这里的常驻禽鸟已达 130

多种。“我们把环古城 12 公里环水观光项目

全线打通，对永年洼湿地进行综合开发，相

继建成国家湿地公园、万亩荷花池、千亩垂

钓园。”永年广府生态文化园区党工委专职

副书记徐巍杰说，近年来，园区做足“水”面

文章，通过不断丰富水上游娱项目，将游船

观光与水上表演、湿地畅游充分结合，打造

湿地亲水旅游线路，再现“舟行碧波上，人在

画中游”胜境。

除了品水韵之外，品水产是游客们的又

一兴趣点。4 万多亩的生态湿地本身就是

天然养殖场，这里不仅盛产鲫鱼、河虾、河蟹

等水生动物，还盛产莲藕、芡实等水生植

物。广府酥鱼就是当地有名的美食之一。

在广府商业街鳞次栉比的商铺中，大大小小

30 多家酥鱼店显得很抢眼。

处在城内中心位置的宋海饭店，有不少

游客正在排队挑选酥鱼。店主宋现辉告诉

记者，他做酥鱼已有 15 个年头，原料采用永

年洼野生优质鲜活鱼，从选料、晾晒、炸制到

装罐、调料，一直沿袭着老一辈的传统技艺，

做出的广府酥鱼色香味美、骨酥肉嫩。为了

满足不同消费者需求，饭店实行线上线下

“双主场”销售，在砂锅原装的基础上，增加

条鱼真空包装、礼盒包装，提供快递邮寄服

务。目前自产酥鱼已经销往了内蒙古、新

疆、上海、北京、广东等地，日均网销三四千

元，占比约 30%。

正在该店就餐的北京市民孙金辉夫妻

告诉记者，这是第三次来店吃饭了。“前几年

在这儿尝到酥鱼，味道鲜美印象深刻，所以

每次出门旅游，返程路上我们都会专门绕道

过来，除了现场品尝外，还要买上几份回去

送亲朋好友。”

7 月 27 日，2023 年市民音乐嘉年华系

列文化活动在黑龙江哈尔滨松花江畔的防

洪纪念塔广场拉开帷幕。小提琴合奏、吉

他弹唱、诗朗诵、合唱、舞蹈、民族管弦乐队

表演等节目轮番上演，让无数市民和游客

再次感受到音乐之城的独特文化魅力。

“傍晚在江畔吹着微风，欣赏着精彩的

文艺演出，感觉生活特别惬意。”哈尔滨市

民王萌说。

从 2014 年至今，市民音乐嘉年华系列

文化活动每年夏天都如约而至，既是文艺

爱好者展示才华的舞台，也成为提升百姓

幸福感的文化活动品牌。今年的活动将持

续至 8 月底结束，以文化惠民为宗旨，每天

上演 1 场至 2 场演出。

市民音乐嘉年华系列文化活动是第

36 届中国·哈尔滨之夏音乐会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本届“哈夏”音乐会以“相约音

乐之城 唱响复兴未来”为主题，共设开幕

式演出、全国性展演活动、中外经典系列演

出、全国专业音乐学院教学成果展示、群众

文化活动、“东亚文化之都”城市特色非遗

展示活动、“冰城夏都”时尚文化展示活动

7 大板块。

哈尔滨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兰峰介

绍，本届“哈夏”音乐会突出打造品牌、参与

广泛、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特点，积极促

进专业演出与群众文化活动有机结合、文

化与旅游深度融合。

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内容丰富的文

化演出也同样惠及着百姓生活。

“接群众艺术馆通知，本周四、周五将

派老师到我村开展广场舞培训，请各队积

极参加。”牡丹江市东安区兴隆镇文化站站

长李树波刚发布信息，就得到了各文化网

格管理员的积极响应。为精准对接群众文

化需求，今夏，东安区不断丰富群众文化活

动、培育文化品牌、优化服务供给。百姓大

舞台、公益电影放映、“书香东安”全民阅

读、“零点课堂非遗+”讲堂、中俄摄影文化

交流周等文化惠民活动在牡丹江市个个名

字响亮。

东安区还充分挖掘文化内需，根据群

众需求，通过开展非遗文化体验、主题文化

市集、节庆文化展演等节日文化活动，打造

互动式、体验式、沉浸式消费场景，聚焦“文

化+”产业升级，促进地方文旅产业融合发

展 。 今 年 以 来 ，文 化 消 费 季 举 办 活 动 近

300 场，拉动消费 2 亿元，在提升文化惠民

体验的同时，持续释放文化消费潜力，引领

区域文化消费新热点，形成以文化惠民品

牌赋能文化消费升级的良好态势。

“特别喜欢来文化市集，感受历史、文化

等沉浸式体验感。看到我分享的照片，好多

人都说要一起来玩。”山西游客张冰彬说。

设施健全的文化阵地、遍布城乡的文

化队伍、精彩纷呈的文化活动，文化惠民、

乐享生活正以各种方式融入牡丹江市百姓

生活。

爱民区围绕 7 所院校打造学府夜市，

成为牡丹江规模最大的沉浸式演艺网红打

卡夜市。相较于传统的特色餐饮区，沉浸

式演艺文化街区、灯光设计、文创工艺品等

新国潮文化元素吸引了更多游客驻足观

看。“这里的行为艺术舞台、网红打卡摆件、

传统手工艺品展示、非遗文化表演等都展

示了不同的艺术风格，非常喜欢来这里。”

游客刘琳说。与以往单纯的美食街相比，

学府夜市不但内容更丰富，消费者数量、营

业额也有了明显增加。据不完全统计，今

年 学 府 夜 市 开 街 以 来 ，客 流 量 超 12 万

人次。

“我们充分利用高校资源，招引文化集

团倾心打造夜市。有别于传统夜市，游客

在这里能够享受视觉震撼与艺术魅力，既

丰富了市民的文化生活，也提高了城市的

消费活力。”牡丹江市爱民区副区长王蕾

表示。图为河北省邯郸市图为河北省邯郸市

永年区广府古城永年区广府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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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江市的牡丹江市的““渤海集市渤海集市””

夜市中夜市中，，沉浸式演艺吸引众沉浸式演艺吸引众

多消费者驻足多消费者驻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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