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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浸式文旅激发新活力

沈

慧

健 身 消 费 热 潮 涌 动健 身 消 费 热 潮 涌 动
本报记者 李思雨 实习生 陈纪彤

““高性价比高性价比””成为健身消成为健身消

费的新趋势费的新趋势。。相较于传统健相较于传统健

身房的会籍模式身房的会籍模式，，一些计费一些计费

更灵活更灵活、、全程无推销全程无推销、、2424小时小时

营业营业、、小而简的新型自助式小而简的新型自助式

健 身 房 吸 引 了 不 少 消 费 者健 身 房 吸 引 了 不 少 消 费 者

加入加入。。

暑期开启，计划休假的你想

好去哪儿旅游了吗？这个夏天，

继特种兵式旅游之后，沉浸式文

旅火了。一边喝着咖啡一边欣赏

瀑布美景，在浙江安吉，一家建在

山林间的咖啡馆一天最多可以接

待 3000 多人；身着红色斗篷一秒

“穿越”回上个世纪，在上海徐汇

区，一家沉浸式剧场周末一天客

流量可达 1000 人以上⋯⋯

这并非个例。随着虚拟现实

等新技术在文旅领域加速应用，

近年来，各类沉浸式项目层出不

穷，为文旅产业发展注入澎湃动

能。《2024 中国沉浸产业发展白

皮书》显示，2023 年我国沉浸产

业消费市场规模达到 927 亿元，

相比 2019 年的 643.8 亿元增长了

44%。其中，沉浸文化旅游和沉

浸主题娱乐、沉浸实境娱乐“三驾

马车”并驾齐驱。

沉浸式文旅为何热力十足？

“沉浸式”三个字道出了其中的

关键。

伴随大众旅游进入发展新阶

段，文旅消费需求发生深刻变化：

从走马观花到深度游览、从“你演

我看”到双向互动、从被动接受到

主动参与。体验经济时代，人们

不再满足于简单的行走与观赏，

转而寻求更加多样化、品质化、个

性化的文旅新体验。在此背景

下，沉浸式文旅应运而生，跑出加

速度。

走进西安大唐不夜城，璀璨

的灯光与古老建筑交相辉映，仿

佛穿越时空梦回盛唐；夜幕降临，

漫步洛邑古城，裙裾飘飘的汉服

佳人惊艳了时光；踏入《又见平

遥》剧场，“行走式”互动观演模式

打破了观众与演员的界限⋯⋯当

沉浸式体验遇上文旅，历史与现代、现实与虚拟、科技与文

化，相互交织、碰撞，创造出一个极具沉浸感、互动性和艺术

性的“魔法圈”。置身其中，多感官刺激带来的身临其境之

感，让“观剧人”变“剧中人”，也让沉浸其中的人们获得精神

层面的愉悦和满足。这种丰富而深刻的沉浸式体验，正是

那些成功的沉浸式文旅项目频频“出圈”的“流量密码”。

沉浸式文旅项目遍地开花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不足

和问题。有的项目虽然标榜沉浸式体验，却无法真正让观

众沉浸其中；有的项目过度追求特效，陷入千篇一律的技术

秀；还有不少项目忽视内容要素，甚至将文化遗产歪曲和低

俗化。这些问题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了游客体验，给沉浸式

文旅带来一些负面影响。

技术不是目的，任何成功的沉浸式文旅项目都是形式

和内容的高度统一。新文旅时代，如何借助声光电与智能

交互技术赋能优质内容，实现沉浸式体验与文旅双向奔赴，

仍是从业者们需要不断思考的课题。未来，我们期待更多

入眼、入耳、入脑又入心的优秀沉浸式项目加速涌现，为人

们奉上更加丰富多彩的文旅盛宴。

近年来，随着健康生活理念深入人心，

国 内 健 身 行 业 迎 来 了 前 所 未 有 的 消 费 热

潮。无论是商业健身房，还是社区智能健身

馆，都受到不少消费者的青睐，健身消费已

成为人们追求健康生活方式的重要一环。

新需求催生新业态

在全民健身热潮下，健身房凭借其专业

的健身设备、丰富的课程选择和良好的健身

氛围，成为众多消费者的首选。数据显示，

2023 年全国广义健身类场馆约 11.7 万家，其

中 商 业 健 身 俱 乐 部 36447 家 、健 身 工 作 室

42177 家 。 同 时 ，乐 刻 运 动 、超 级 猩 猩 、

Keepland 等一大批“互联网+智能”新型健身

业态出现，为健身行业注入新活力。

“高性价比”成为健身消费的新趋势。

相较于传统健身房的会籍模式，一些计费更

灵活、全程无推销、24 小时营业、小而简的新

型自助式健身房吸引了不少消费者加入。

付费方式的改变减轻了消费者压力，家住北

京市丰台区的健身爱好者张宁宁花 10 元钱

办了张体验卡，她说，“小区附近新开了一家

自助式健身房，我很喜欢这种没人推销和打

扰的环境，而且健身卡经常会有各类打折活

动，价格很便宜”。

个性化、定制化服务也成为许多消费者

青睐新型健身房的关键。不同年龄段、不同

身体状况的消费者对于健身有着各自的需

求。为此，不少新型健身房纷纷推出私教定

制化训练计划和各类团课预约。“这家健身

房最近刚好有团购的私教体验课，我就想来

试试。几节课下来，感觉教练挺专业的，能

按我的时间和需求制定适合的运动项目，在

锻炼前也会对健身器械进行消毒，方便又省

心。”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慧忠路天阳亲子广

场的乐刻私教馆内，刚结束健身的“95 后”刘

婉茹说。

在归位瑜伽北京右安门店内，瑜伽健身

爱好者李钰表示，“这里每天从早到晚都有

瑜伽、普拉提等不同类型的团课，可以根据

自己的需求预约，每次消费多少钱就扣多少

钱，体验感很好”。

除了商业健身房外，不少社区健身馆凭

借低价、便捷等优势吸引了不少消费者。在

上海静安区，不用办年卡，只需 2 元就能实现

在家门口健身，市民健身中心成为不少健身

爱好者家门口的打卡地；在湖南长沙，智慧

社区健身房每月只需几十元，可以无限次使

用，100 多元就能预约一节私教课，有效解决

了群众健身难、健身贵问题。

新场景孕育新消费

与传统健身项目不同，飞盘、壁球、攀

岩等小众运动不仅能强身健体，更成为一种

新的社交方式。当下，这些小众健身方式正

逐渐占领年轻人体育运动项

目新高地，催生出更多新消费需求。

发球、回弹、击球⋯⋯在北京西城区的

清芷园壁球馆里，壁球爱好者戴维正尽情享

受这项运动的魅力。他说，“打壁球很解压，

为了让自己体验感更强，我还特意请了教练

学习一些专业技巧”。

2019 年开始接触壁球行业的元气壁球

创始人许浩表示，作为一项室内运动，壁球

集趣味性和竞技性于一身，不受天气影响，

更没有人数限制。不论下班后想独自一人

伸展一下筋骨，还是和朋友一起度过空余时

间，壁球都是一项很好的选择。壁球的场地

小、球速快，球路变化莫测，要求人的反应、

动作极快，加之其运动强度及运动量非常

大，能很好地满足一些消费者的健身需求。

“从社交属性来看，壁球的开放度也非

常高。店里的消费者来自不同年龄层，既适

合想要独自享受健身乐趣又不被打扰的‘社

恐’，也适合约上三五好友一起健身的社交

达人。”许浩表示，壁球馆还会提供专业培训

课程和球拍等装备，让新手能快速入门，感

受壁球的乐趣。

除了壁球，攀岩馆也成为不少健身人士

的新选择。《中国攀岩行业分析报告》显示，

截至去年 12 月底，我国大陆地区商业攀岩馆

数量为 636 家，较 2022 年初统计的 485 家增

长 31%。

“第一次去攀岩馆时觉得很新鲜。这项

运动不仅可以锻炼身体的力量、耐力和协调

性，还让我认识了很多新朋友。在攀岩过程

中大家会相互鼓励。”戴维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

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李勇坚表示，

攀岩、壁球等小众健身运动正受到“Z 世代”

的追捧，他们更加追求消费的个性化，重

视体育消费的文化、社交和情感附加

值。在他们眼中，健身消费

可以与社交媒体联系起来，以轻

便、有趣的方式展示自身活力。

消费潜力加速释放

2021 年，国务院印发的《全民健身计划

（2021—2025 年）》提出，到 2025 年，县（市、

区）、乡镇（街道）、行政村（社区）三级公共健

身设施和社区 15 分钟健身圈实现全覆盖。

随着全民健身计划深入实施，从大城市

到小城镇，各种规模的健身房如雨后春笋般

涌现，不少一线城市的预付费健身场馆开始

积极布局下沉市场。去年，乐刻运动提出

“百城万店”目标，计划未来 5 年内进入 100

个城市，开 1 万家门店，还推出下沉市场子品

牌——“闪电熊猫”。

在全国健身场馆加速布局的同时，如何

破解健身行业的预付费制度带来的风险成

为不少消费者关心的问题。李勇坚表示，近

年来，相关政策法规的出台，对规范体育行

业预付式消费、保障消费者和经营者合法权

益起到了积极作用。今年 7 月 1 日正式实施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

条例》第 22 条规定，经营者未按照约定提供

商品或者服务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履

行约定或者退还预付款。同时，北京、上海

等多地也出台相应的政策条款，要求对体育

行 业 预 付 费 模 式

进行监管。

随着全民健康意识不断增强和消费升

级持续推进，健身消费未来还有较大发展

空间。李勇坚表示，一是随着健康理念深

入人心，越来越多人会加入健身消费；二是

健身行为更加多元化，并逐渐从室内扩展

到室外，各类户外体育消费还将有新的发

展空间，小众健身活动将持续火热；三是健

身者越来越倚重健身场馆，对传统器材智

能化需求迫切，要求提高健身服务的专业

性及科学性，希望获得更多专业指导和全

周期服务。

全国多地还采取发放健身消

费券形式，进一步激活体育消

费活力。陕西省西安市发

放体育惠民 500 万元电子

消费券；湖南省长沙市则

启动了“你运动·我补贴”

体育消费券发放活动，总

投 入 近 400 万 元 ，进 一

步 激 发 市 民 体

育 消 费

热情。

“我一直从网上买甘肃鲜百合，但

还是头一次看到鲜百合原汁饮品，一定

要尝一尝。”静宁苹果、李广杏、杏皮茶、

鲜百合原汁饮品、七彩菌汤⋯⋯在刚刚

闭幕的第三十届兰洽会甘肃供销展馆

内，各种特色“甘味”农产品引来各地观

展者品尝。

此次展会，甘肃省供销系统旗下

上百家农产品企业精选 427 款特色农

产品现场展销推介，涵盖了道地药材、

滋补茶饮、特色瓜果、牛羊蛋奶、高原

夏菜等“牛羊菜果薯药”特色产业。

“甘肃自然条件好，农产品品质优

良，在市场上很受欢迎！”天津高原夏菜

采购商张小平说。

甘肃光照充足、气候干燥，昼夜温

差大，为发展现代特色农业奠定了良好

的基础。近年来，甘肃省实施“牛羊菜

果薯药”特色产业提质增效行动，在选

择好品种、打造好环境、提升好品质、叫

响好名声方面持续发力，培育出了一批

口味好、品质高、营养全的优质特色农

产品，受到消费者好评，产销两旺。

“这是我们第一次和香港的公司合

作，协议供货内容主要有牛羊肉、火锅

底 料 、蘸 料 、预 制 菜 ，合 同 金 额 1.6 亿

元。”甘肃高原姑娘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经理荣军告诉记者，之前他们的产品只

是在长沙、深圳、三亚等地自己的门店

销售，这次和高原臻品香港有限公司签

订了合作采购协议，销售版图不仅越来

越大，产品和企业的知名度也提高了。

近日，在甘肃省临夏州广河县举办

的甘肃特色农产品产销对接暨广河牛

羊全产业链品牌展销推介活动上，现场

签订采购协议 19 份。此次展销推介活

动受邀采购商 54 家、参展商 37 家，参展

产 品 涉 及 广 河 牛 羊 肉 等 农 特 产 品 近

100 种，涵盖牛羊肉、火锅底料及蘸料、

干果、花椒、八宝茶饮品等产品，为全国

各地农产品经销企业建立了更加紧密

的合作关系，有效推动广河牛羊肉等地

方农特产品走出大山，走向全国消费者

的餐桌。

“广河县养殖户达 3.5 万多户，占农

户总量的 63%，当前羊存栏 135 万只。

我们推广纯绿色养殖，造就了品质超值

的广河羊，很受市场欢迎，希望有更多

采购商来参观考察。”广河县委副书记、

县长马忠山在对接活动中推介。

在 2024 甘肃特色农产品产销对接

活动中，来自阿里淘天、云南云天化等

全国各地的 128 家采购商与甘肃省各

级供销系统的代表、省内 104 家特色农

产品供应商现场签订 43 份农产品采购

协议。

“我们很关注甘肃的大宗农产品，

特别是牛羊肉。我已前往甘肃平凉、武

威、甘南等地进行调研并商谈，下半年

有望促成合作。”香港汇海集团总经理

贺欣说，他通过兰州大学校友会了解到

甘肃特色农产品信息，在兰洽会上又了

解到详细信息，希望能达成牛羊肉和土

豆、洋葱等高原夏菜的购销合作。

目前，甘肃供销系统搭建起供销双

向服务平台，将甘肃优质农产品细分为

6 大特色产业，利用各种途径展示，并连

续 5 年在兰洽会举办产销对接专场活

动，集中展示推介甘肃特色农副产品。

此外，甘肃省各政府部门、各市州等都

不遗余力在全国各地推广甘肃特色农

产品，为其走出去奠定了坚实基础。

甘肃搭建供销双向服务平台——

特 色 农 产 品 产 销 两 旺
本报记者 赵 梅

市民在位于北京朝阳区的亮马河上参加水上运动市民在位于北京朝阳区的亮马河上参加水上运动。。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李李 欣欣摄摄

市民在浙江杭州拱墅运河体市民在浙江杭州拱墅运河体

育公园运动健身育公园运动健身。。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翁忻旸翁忻旸摄摄

第三十届兰洽会甘肃供销展馆第三十届兰洽会甘肃供销展馆

内内，，工作人员推介甘肃特色农产品工作人员推介甘肃特色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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