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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度假休闲旅游更大活力

张

雪

清 凉 游 受 热 捧清 凉 游 受 热 捧
本报记者 王金虎

盛夏来袭，酷暑难耐，“暑期文旅”拉开

帷幕。山东各地不断推出新玩法、新业态，

满足了游客多元消费需求，持续激发消费活

力，成为“夏日经济”的新增长点。

清凉消费焕发新活力

在海边，持续的高温使得海滨游热度不

断攀升。“在 23.5℃的气温下漫步在海昌渔

人码头，欣赏着潮汐涨落，享受着舒爽的海

风，在沙滩上畅玩，令人心绪放空，这种感觉

特别爽。”趁着假期，带孩子来到海滨城市烟

台市莱山区旅游的河南游客张延方说。

在内陆，依山傍水的“清凉游”备受民众

热捧。气温只有 18℃！最近，坐落于泰安

市泰山区的宝泰隆地下龙宫景区为游客带

来不同寻常的清凉体验，成为很多游客夏日

避暑的首选。溶洞内水声潺潺，迂回曲折，

让人顿感清凉。依托独特的喀斯特地貌和

神秘的钟乳洞穴，景区还打造了地下漂流项

目，吸引了不少游客打卡体验。

乘一艘小木船，穿梭在迷宫一样的生态

水道，扑面而来的是“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

荷花别样红”的惊喜与心动⋯⋯炎炎夏日，

百荷盛开，来到滕州微山湖红荷湿地景区，

不仅可以体验到别样的清凉，更能享受到视

觉与感官的消暑盛宴。

滕州微山湖红荷湿地景区拥有 13 万亩

野生红荷，每当夏日来临，荷花盛开的美景

总能吸引无数慕名而来的游客。“这里有惊

险刺激的水上飞机、摩托艇，还有皮划艇和

水上帆船等亲水项目，我们玩得很开心。”带

着家人来游玩的外地游客王忆心说。她原

本计划在这里停留半天，没想到景区有这么

丰富的游玩项目，于是他们一家决定再住一

晚，“玩个尽兴！同时尝尝这里的特色美食

四鼻孔鲤鱼和辣子鸡”。

“现在来红荷湿地景区康养度假的游客

越来越多。我们营地不仅可以住宿，还推出

了篝火晚会、露天电影、水球大战等户外活

动，尽力丰富游客体验。”景区金蜗牛露营地

负责人刘印彪说。

在滕州，游客们还能在东郭镇莲青山风

景区体验行程长、落差大、惊险刺激的漂流

项目；在洪绪镇新盈泰温泉度假村参加泼水

狂欢节；在西岗镇九龙湾湿地公园水上乐园

体验勇敢向前冲、空气城堡、旋转木马、CS

野战基地等项目，感受避暑纳凉新体验。

“清凉经济”撬动乡村振兴

在日照市东港区西湖镇的“荻竹涧·星

湖湾”亲水露营基地，从市区赶过来的游客

李浩刚停下车，两个孩子就如小鸟般地“飞”

到草坪上撒欢。

炎炎夏日，湖畔却凉风徐徐。这个露营

基地规划建设乡村会客厅、露营广场等 3 个

板块。同时配套建设与城市社区结对的亲

子共耕菜园、跨村联建的周末共享市集和返

乡新农人“非遗+电商”共富工坊。在这里

可以仰望星空、俯瞰水畔，还可以写生、绘

画、露营⋯⋯与自然风光深度融合，全方位

感受多样的消夏避暑生活。

如今，“清凉经济”已经成为东港区乡村

振兴的亮点。

沿着环库路向北，一片错落有致的砖石

房屋映入眼帘，墙面上文化气息浓郁的日照

农民画墙绘，让画内画外相映成趣，这是东

港区陈疃镇惠家庄“惠·和”共享农庄。项目

以城郊经济和共享村庄为经济收益点，投资

173 万元，保留古风建筑原貌，打造见山见

水见乡愁的艺术类小院、花鸟类小院，吸引

离退休人员、在外游子夏日返乡寻找儿时记

忆。同时把脉年轻人心理，打造供销社、代

销点、小卖部等共享场所，吸引年轻人来此

体验、创作，以人流带动物流、活跃消费。

近年来，东港区立足资源禀赋，承接暑假

研学等需求，培育打造了厉家顶子美术写生

基地、下坳城郊采摘基地、西沈马庄蔬菜基

地、石老山露营基地等特色场景，避暑休闲研

学游成为文旅产业新热点。一批精品民宿涌

现，国家级旅游民宿秀文斋花印小院，省级五

星级民宿不负·凤凰措民宿、莓美哒庄园民

宿 ⋯⋯ 为 游 客 提 供 不 同 特 色 的 居 住 游 玩

体验。

东港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副区长潘振

华告诉记者，围绕打造“市民休闲避暑好去

处”，东港区以农业为基础，以文化为灵魂，以

旅游为媒介，推进东“海”、西“山”、中“湖”、

南“渔”全域农业旅游。东港区“清凉资

源”赋能文旅融合，助推乡村振兴，走出

一条“农、文、旅、康、体”

深 度 融 合 的

“ 清 凉 经 济 ”

路径，先后获

评省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省全域旅

游示范区等称号。今年 1 月至 6 月，辖区内

7 家 A 级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 692.4 万人次，

实现营业收入1.29亿元，同比增长13%。

新“夜”态不断涌现

夏季是夜经济最为火爆的时节。为了抢

抓时机、繁荣夜间经济，山东各地不断拓展夜

间消费新场景。仲夏之夜，在临沂市兰山区

坐上小船夜游涑河，20余名舞者以河为卷，用

舞姿再现女娲、诸葛亮、王羲之、颜真卿等人

物形象与故事；沂河两岸，通过数字科技、水

舞秀、声光电等多种创新手段，以临沂的厚重

历史与时尚活力为内涵，在两岸楼宇上勾勒

出一幅幅绚烂多彩的光影画卷。客流高峰

时，夜游游船单日接待游客突破5000人次。

依托六河贯通、八水绕城的资源禀赋，

临沂市大力发展夜经济，深度融合古风娱

乐、河畔市集、演艺新空间等多元业态，以特

色文旅拉动消费，点亮城区多彩“夜生活”。

国潮、夜游、演艺⋯⋯在“灯火兰山·新

琅琊”不夜街区，来自潍坊的游客宋燕直呼

“视觉体验太震撼了”。

漫步“灯火兰山·新琅琊”不夜街区，除了

精彩的文化演艺，两侧还有食肆商铺，南方的

肠粉、西北的红柳木肉串、本地的煎饼果子一

应俱全。游客在观歌舞、品美食之余，还能深

度体验汉服馆等文创小店。“街区装潢古香古

色，不少年轻人为了在景区拍照，会选择来店

里补妆租汉服。”清平乐汉服馆店主薛莲说。

以“灯火兰山·新琅琊”不夜街区为代

表，临沂市中心城区兰山区建成 20余处城市

休闲商业街，商家入驻率达到 95%，满足游客

们“夜宴”“夜购”“夜娱”体验。“我们通过举办

丰富的文旅活动，打造夜间多元消费场景，

促进夜市与文化展演、露营、运动健身等元

素融合发展，助力文旅消费焕发新活力。”兰

山区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刘正兴表示。

前不久，山东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消

费持续向好的意见》，推出 20 条举措优化

消费供给、升级消费载体、挖掘消费潜力。

山 东 省 文 化 和 旅 游 厅 副 厅 长 孙 蕾 告 诉 记

者，《意见》重点从全面提升旅游服务质量，

打造提升消费新场景等多方面加力，进一

步 满 足 人 民 群 众 对 美 好 生 活 的 向 往 和 需

求。下一步，山东将持续推进观光游览设

施、游乐设备、演艺设备、智慧文旅设备等

领域的设备更新，不断优化提升文旅基础

设施布局和质量。同时，持续完善文旅

产品供给，策划开展“好客山

东 露 营 季 ”“ 好 客 山

东 爱 驾 齐 鲁 ”

等 文 旅 消 费

活动。

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发布公告，

确定包括北京密云古北水镇国际休

闲旅游度假区、内蒙古兴安盟阿尔

山旅游度假区在内的 22 家旅游度

假区为新一批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至此，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数量已

达 85 家。

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深受游客

喜爱。文旅部数据显示，今年“五

一”假期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游客总

接 待 量 达 1554.45 万 人 次 ，较 2019

年 同 期 增 长 27.9% ，旅 游 总 收 入

69.98 亿 元 ，较 2019 年 同 期 增 长

29.4%。度假区建设得到了政策有

力支持，《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

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提出，建设一批富有文化底蕴的世

界级旅游景区和度假区，打造一批

文化特色鲜明的国家级旅游休闲

城市和街区。

和传统的线路型旅游产品不

同的是，旅游度假区以提供住宿、餐

饮、购物、康养、休闲、娱乐等度假旅

游服务为主要功能，可以一站式满

足游客“吃、住、行、游、购、娱”各方

面需求，主打让游客放慢脚步放松

休闲。游客通常在度假区的停留时

间较长、重游率较高，既在意服务质

量，也注重舒适度。

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代表旅游度

假产品最高等级，是继 5A 级景区之

后旅游行业又一重要的金字招牌。

获评这一殊荣的度假区，需满足旅

游设施等方面的硬性规定，也都在

休闲活动的数量、多样化、丰富性上

下了功夫，通过多业态集聚，打造高

品质、复合型的休闲度假产品和服

务体系，在拉动综合消费、优化目的

地消费结构、提升城乡游憩空间、带

动地区综合效益等方面发挥重要

作用。

随着我国全面进入大众旅游时

代，以及国民收入的不断增加，我国

旅游产业正从单纯的观光型向观光

和度假并举型转变。休闲观念深入

人心，度假产业迅速兴起，可以预

见，未来，人们对旅游休闲的需求还

将进一步释放。

从 1992 年至今，我国旅游度假区建设已走过 30 余年历程，

从早期的吸引外汇、发展国际旅游到如今的“满足国内休闲度假

旅游需求、培育世界级度假旅游胜地”，旅游度假区通过完善自

身发展不断提升着旅游供给水平、丰富着人们的出游选择。但

也要看到，旅游度假区建设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与消费

者的期待有差距，比如，有的地方把旅游度假区等同于旅游景

区，简单套用旅游景区的发展思路和发展方式，缺乏对度假资源

的深度挖掘和特色产品的系统安排；有的旅游度假区缺乏特色

明显、主题突出的度假设施或设施布局不合理，导致休闲度假功

能不强，过夜游客比例偏低⋯⋯当前，我国正面临加快旅游强国

建设，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的新目标、新任务，旅游度假

区身处黄金赛道，唯有抓紧补齐旧短板，紧跟消费新需求，把

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建设好、打响品牌，才能不断激

发度假休闲旅游更大活力。

“这是老牌子‘董生阳’的系列食

品，更是零添加蔗糖的健康新食品，口

味多样，欢迎选购。”在位于宁波市镇

海区庄市街道的三关六码头企业总部

直播室内，工作人员正忙着推广新推

出的“董生阳”零添加糕点。糕点新鲜

小巧，没有糖分和脂肪负担，还是传统

老牌子，引得网友纷纷点赞和下单。

董生阳，作为浙江宁波特色传统

著名糕点代表，创立于 1931 年，是生

产宁波传统伴手礼——橘饼的老字

号。这个近百年的老品牌，没有在新

时代沉寂，反而经过三关六码头的传

承和创新，拥有了新活力。

2018 年 成 立 的 三 关 六 码 头（宁

波）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取宁波方言

中意为“见多识广”的俚语为公司名

字，主要经营以非遗为代表的传统民

间特色食品。适应消费新趋势，三关

六码头将特色美食、传统手艺、民俗

文化作为品牌发展的核心基因，通过

对非遗文化美食的创新传承，让“老

底子”焕发“新风采”。

“你们新推的‘董生阳’茯苓八珍

糕既好看又好吃，我要多买几包。”直

播间里消费者逐渐增加的订单，是对

三关六码头最大的认可。

“现代人的饮食和消费习惯较以

往变化较大，像‘董生阳’等非遗品牌

和食品，其实都遇到了传统制作手艺、

销售模式等与市场不适配的危机。我

们将这些非遗食品从老作坊‘请’出

来，进行规范运作。”三关六码头品牌

总监兼联合创始人张少华说，三关六

码头成立后，一边挖掘即将失传的民

俗美食，一边对美食的制作标准、生产

规模进行规范，在保留美食最核心、最

正宗的制作工艺的同时，又对油赞子、

千层饼、油焖笋等民俗美食进行减糖、

减脂等改良，让这些老底子美食在创

新中传承，成为网店新“销冠”。

“我们不仅卖老底子美食，更传

播老底子故事和文化。”张少华说，

“我们会定期举办非遗活动，邀请顾

客、合作商等到美食制作工坊，体验

食物制作流程，实现‘后厨透明化’，

同时讲述美食背后的民俗故事，让民

俗文化发扬光大。”去年，三关六码头

还带着“董生阳”参加了 30 多个城市

的展会和活动，让宁波民俗食品和文

化走向全国，被更多人认识。

老底子点心让消费者怀念又放

心，还能了解民俗文化，让镇海消费

市场多了一股“老焕新”的活力。科

技日新月异，镇海也加速在新赛道上

驰骋，在新食品领域上呈现“新更新”

的趋势，让消费者获得更多“技术满

满”的零食新体验。

宁波吉典健康科技有限公司是

一家生产健康食品的企业，去年，公

司推出了蕴含中药材接骨木果实的

接骨木莓软糖，这款好吃的糖果，让

公司销售实现逆势上扬。

“健康食品是市场的新趋势。我

们就继续研发，在糖果中加入了有利

于保护视力的叶黄素，推出了 10 多种

叶黄素糖果，也受到了市场欢迎。”吉

典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办公室负责人

告诉记者，目前，叶黄素糖果已经受

到了全球市场的欢迎，也让企业真正

实现了国内、国际市场“两条腿”发

展。今年一季度，公司就实现了 5900

万元的销售额，同比大幅增长。

“这背后，离不开企业的技术研

发。”这位负责人说，去年接骨木莓软

糖畅销后，公司根据市场的需求和反

馈，在自动化生产、数字化改造上下

大功夫。去年下半年，企业成功申报

了专精特新、创新型中小企业等称

号，企业的科技含量猛增，在消费新

市场竞争的底气更足了。

“现在，在镇海，企业在‘老’和

‘新’两条赛道上齐头并进，让消费市

场呈现新趋势、形成新时尚。”镇海区

商务局总经济师、党组成员洪杨君表

示，镇海区将持续拓宽消费供给空

间，打造全新消费热点，进一步激发

消费动能。

山东各地充分利用山东各地充分利用““清凉清凉

资源资源””发展发展““清凉经济清凉经济”，”，不断推不断推

出新玩法出新玩法、、新业态新业态，，带给游客多带给游客多

样的消夏避暑体验样的消夏避暑体验，，助力文旅助力文旅

消费焕发新活力消费焕发新活力。。

游客在山东枣庄滕州市游客在山东枣庄滕州市

青莲山风景区漂流青莲山风景区漂流。。

彭慧英彭慧英摄摄（中经视觉）

游客在宁波慈城古县城商店内挑选年糕产品游客在宁波慈城古县城商店内挑选年糕产品。。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江江 汉汉摄摄

骑行者在山东省日照市五莲县黄崖川彩虹桥骑行。

王义全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