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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 拍 催 生 大 市 场旅 拍 催 生 大 市 场
樊楚楚

化妆、编发，旗头一戴、花盆底一穿⋯⋯

北京一家造型店里，28 岁的江苏女孩杨冰

正做着“格格”造型。作为一名旅游爱好

者，这不是她第一次来北京，但这次她和朋

友选择了与以往不同的旅游方式——变身

“格格”逛北京。

如 何 证 明 自 己 抵 达 了“ 诗 和 远 方 ”？

不 少 人 竭 尽 所 能 只 为 拍 出 自 己 的“ 人 生

照片”。

随着旅游市场不断发展，旅拍作为配

套服务中的新型消费项目，当仁不让成为

旅游新风尚。《2023 年中国旅拍产业全景分

析报告》显示，旅拍已经成为旅游业中一个

单独的市场，市场规模正在不断扩大。

在文化气息浓郁、地域特色鲜明的城

市中变装打卡，这种体验感满满的沉浸式

旅游方式深受年轻游客青睐，在社交媒体

上火爆出圈。

一门生意

“旅拍本质是一种服务，不管是价格还

是质量，都不能对标传统写真。”杨冰所在

造型店的老板金磊，曾是一名职业摄影师，

拥有一家自己的摄影工作室是他一直以来

的梦想。

前几年，金磊开过港风影楼、古风摄影

等工作室，但都接连关停。这两年，他身边

不少朋友都瞄准了旅拍这个市场，金磊也

在今年 5 月盘下了这家店铺。虽然入行时

间不长，但收入还算可观，仅半年时间就收

回了一半的成本。

金磊的店位于北京市金鱼胡同地铁

站附近的王府世纪写字楼。走进这座写

字楼，你会发现这里大多数店铺做的都是

同一种生意——“格格生意”。因为距离

故宫、北海公园、中山公园等容易“出片”

的景点不远，不少造型店选择开在这里，

形成了集妆造、服装租赁、拍摄、卸妆等于

一体的完整产业链，被网友戏称为“北京

格格生产基地”。

“旅拍行业也让写字楼焕发新机，去年

这里就几十家造型店，今年有差不多 200 家

了，价格从 99 元到上千元不等。”金磊说。

对客户来说，造型、摄影有时也

像“开盲盒”。虽然每家店铺都会

在社交媒体上打造自己的店铺

IP 来吸引顾客，但有些对

拍摄要求比较高的客

户，可能会只租衣

服，然后自己

找 摄

影师单独拍。

坐标北京的独立摄影师晓雯今年的

“国庆档”排得非常满，她常在社交媒体上

发布自己的作品，因其自然甜美的风格收

获了一大批粉丝，还有几组“格格”客片深

受粉丝喜爱，找她拍“格格”照片的人也越

来越多。

这种新兴的旅游消费方式也成为多地

打造特色文旅的突破口。比如吉林省延吉

市就已发展出一条集朝鲜族服装租赁、美

妆、摄影等于一体的新兴产业链。作为延

边朝鲜族自治州的首府，延吉有着独特的

朝鲜族文化和浓郁的民族风情，不少人更

是为了一套写真，专程奔赴这座边境小城。

延吉的旅拍店以中国朝鲜族民俗园为

中 心 向 周 边 辐 射 ，各 家 价 格 基 本 保 持 统

一。不少妆造店和景区也形成了合作机

制——身着朝鲜族服饰的游客当天仅需购

买一次门票，就可以多次进入园区拍摄。

据统计，仅去年一年，吉林延吉新登记注册

的朝鲜族特色服装租赁商家达 347 户，同比

增长 1052%。

旅拍还催生了摄影师、妆造师、旅拍测

评达人、陪拍摄影师、修图师等众多岗位，

为当地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爆火的旅

拍，也给城市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游客和日

益增长的经济收入。仅 2024 年春节期间，

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共接待游客 15.45 万人

次，平均每日近 2 万人次入园。

一次体验

孙哲圆从小在古都西安长大，自幼受

传统文化的熏陶，是一名资深的汉服爱好

者。她记得七八年前，第一次穿着汉服走

在大街上，周围人还会投来异样的目光，而

现在她就不会有这样的担忧，这个变化让

她非常开心。“现在走在西安的大街上，到

处都是身着汉服的游客，与古都完美地融

在了一起。”外地的朋友来西安玩时，也会

请她帮忙推荐靠谱的化妆师和摄影师。

汉服旅拍的火爆将中国传统文化宣传

和推广出去，汉服也作为一种日常服饰走

进人们的生活。

位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建昌古

城，古街巷、古遗址、古建筑众多，许多游客

专程前来体验当地的特色民族文化。游客

身着彝族服饰，在摄影师的指导下与古城

合影，记录美好时刻，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和传播。

“建昌古城在设计时就考虑到了游客

的拍摄需求，着重体现建筑、街巷的美感和

丰富文化内涵。”华采堂企业董事长兼建昌

古城总设计师施飞说，目前，建昌古城

有 大 大 小 小 30

多家旅拍公司，希望旅拍公司注重将地方

文化融入拍摄过程，增强游客的文化体验

感。景区运营方也为旅拍提供很多便捷服

务，如局部清场、无人机管理等。

除了古城、古镇和民族风，很多地方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也成为旅拍的热门选择。被簪

花带火的福建泉州蟳埔村便是其中之一。

“文化背后的内涵只有到现场亲身体

验过，才会永远印刻在脑海里。”杨冰最开

始体验旅拍也是在泉州，一开始她对泉州

这个城市和簪花文化并不了解，还以为又

是 社 交 媒 体 上 被 明 星 带 火 的 新 生 态“ 网

红”，与朋友来这里体验后才了解到这是传

统的蟳埔女服饰——闽南渔女特有的装

束，俗称“大裾衫、阔脚裤”，头饰俗称“簪花

围”，2008 年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

随着蟳埔村的阿姨给她们头上插上花

束，游客的心境也有了变化。头戴簪花围，

行走在泉州这座烟火古城，仿佛与这座城

市有了更深的连接，从那之后杨冰便爱上

了这种旅行方式。

在金磊的店里，有将近 40%的客户来

自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等国家。“他们都

是看到社交媒体的分享专程来体验，这说

明我们的传统文化确实走出去了，被世界

上更多的人所喜爱。”金磊说。

一种生活

到一座城市，拍一套照片，成了河北女

孩张麦彤旅行的新仪式感。可以是身着朝

鲜族服饰，在雪地里嬉笑打闹的延吉公主；

也可以是在西双版纳星光夜市里风姿绰约

的傣家女孩；又或是在灯光璀璨的大唐不

夜 城 里 ，与 朋 友 一 起 穿 越 而 来 的 唐 朝 贵

妃⋯⋯“去年哈尔滨很火，元旦我也计划去

哈尔滨玩，顺便拍一套异域风情的‘俄罗斯

公主’。”现在，张麦彤已经把“旅拍”作为旅

行计划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看似同质化、流水线的大片其实附

带着自己专属的回忆。虽然没那么完

美，但我也是可以接受的。”社交媒体

上有不少“避雷帖”，将这种写真称

为“流水线公主”，张麦彤却并不介

意这种说法，“我甚至会好奇这种

‘网红妆’画在我脸上到底是什么

样，这也是旅行中一种很特别的

体验”。

旅拍其实做的是一次性生意，

很少有“回头客”。流水线，某种程

度上也意味着批量、高效。与影楼

写真相比，这种旅拍的价格相对

较低，给了普通游客体验

付费摄影的机会。即使一个人

出游，也完全不用担心，无需费心

化妆搭配，还有专人跟拍、找机位、

指导动作，省时省力包出片，适合一

些“特种兵”式的游客。大多数人都是

抱着尝鲜的态度来体验的，预期不高，

摄影师的技术也就不那么重要了。

“在过程中也可以和造型师、摄影师

沟通，只要能达到平均线就可以。若干年

后翻起这些照片，就会想起旅行时的美好

与乐趣。”张麦彤说，“很多人也会带着家

人 一 起 拍 亲 子 照 ，小 朋 友 拍 出 来 都 很 可

爱，长大后再看到也会觉得很有意思。”她

打算之后带她父母也来体验一次，拍个特

色全家福。

旅拍其实并不新鲜。早些年，景区里

10 元一张的合影，古装换装拍摄等其实都

是旅拍的一种。但由于套路化、质量差、体

验不好等原因一直没有被游客广泛认可，

而当前的旅拍行业已成为不容忽视的大

市场。

然而，近期故宫、北海公园等景区相继

发 布 禁 止 商 拍 的 消 息 ，对 旅 拍 行 业 冲 击

不 小 ，旅 拍 行 业 所 面 临 的 问 题 也 浮 出 水

面——拉客、乱收费、服务差、管理不当、从

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等。作为一个“被游

客托举起来”的产业，未来旅拍市场能否摆

脱“一次性生意”的困境，取决于企业对消

费者体验的重视程度。

在金磊看来，未来一段时间旅拍的需

求是不会减少的，甚至会发展出更多的商

业模式。从职业摄影师向管理经营者转型

的过程中他也认识到一个问题：一味向下

“卷”价格和向上“卷”参与门槛，都不利于

行业的发展。关键是要提高服务质量，规

范行业全链条发展，让游客享受到既有高

性价比又有沉浸式体验的服务，旅拍行业

才能长红。

村里开了爱心积分超市

马呈忠

冬 日 里 的 宁 夏 回 族 自 治

区一片银装素裹，一场飘雪覆

盖了平原山川。在中卫市海原

县、吴忠市盐池县等地的静谧

乡村里，“爱心积分超市”的开

办让村民纷纷竖起了大拇指。

12 月 9 日，在盐池县冒寨子

村，高万金手捧 2024 年度“抵制

高额彩礼 深化移风易俗”荣誉证

书，用村里奖励的 100 分爱心超市

积分兑换了大米和面粉。

走进冒寨子村电力爱心超市，

货架上堆放着“明码标分”的米面油、

小电器等生活用品。2022 年 8 月，爱

心超市成立，以积分制度鼓励践行文

明新风的行为，对“六个先锋”示范户、

“零彩礼”“低彩礼”家庭、卫生评比、道

德模范等给予积分奖励。由国网宁夏

电力有限公司宁东供电公司每年出资

6 万元，支持爱心超市运营。

“在这不仅能换到实用的东西，还

能起到好的示范效应。”冒寨子村党支

部书记王子宝说，今年9月，村里奖励了

4户荣获“移风易俗”荣誉证书的村民。

在海原县关庄乡窑儿村，爱心积

分超市开在了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当

了 16 年窑儿村党支部书记的段国军

说，窑儿村海拔高，过去因窑洞多而得

名。近年来，村民们的窑洞变成了红

瓦砖房，村里还新添了油坊以及荞麦

面、荞麦枕芯加工厂等，2023 年村民人均收入达到了 1.97 万元。

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推动移风易俗工作，依托爱心积分超

市以物质奖励调动村民积极性，窑儿村爱心积分超市 2021 年 11 月

11 日正式挂牌成立。货架上商品繁多，洗衣液、洗洁精、食用油、

电热毯等日用品一应俱全。墙上标注的积分规则一目了然：1 积

分价值 1 元，“零彩礼”奖励 500 积分，彩礼低于 5 万元奖励 300 积

分、低于 8 万元奖励 200 积分⋯⋯

每年，窑儿村要为移风易俗、薄葬厚养、孝敬老人等方面表现

好的村民兑换近 4 万积分，资金来源于村集体经济收入。村里产

业多，积分超市一半多的商品出自村办工厂。

“明年，不光让村民富起来，还要让村民成为文明先锋。”段国

军说。

工 布 新 年 话 新 题
代 玲

冬日暖阳洒落在高原大地上，将身着

民族服装、载歌载舞人群的身影拉得长长

的，热闹的歌舞吸引了众多观众。

西藏林芝市巴宜区布久乡为何如此

热闹？原来是工布新年到了。每年藏历

十月初一，是西藏工布地区（如今林芝市

一带）群众欢度新年的日子。

在被金色的青稞和麦穗装点的乡村

广场上，阵阵歌舞声传递着欢度新年的愉

悦。除了传统年俗外，今年巴宜区还在布

久乡举办了一场主题为“培育未来产业

壮大新兴产业 探索乡村振兴路径”的农

业新质生产力先行示范路演活动。

“农业新质生产力离我们有多远？”

“庭院经济怎么提质升级？”“乡村旅游如

何发展得更好？”一个个话题陆续抛出，一

阵阵热烈的掌声不断响起，将开阔的乡村

广场变成了热闹的海洋。

家住布久乡仲萨巴村的白玛扎西抱

着抖擞的藏鸡，拎着一篮子红彤彤的苹果

“蹿”上了舞台。

“虽然我并不能说清农业新质生产力

的意思，但我知道这是为了让农业发展得

更好，农村建设得更美，农民过上更好的

日子。”白玛扎西边说边介绍自家果园出

产的苹果和散养的藏鸡。

白玛扎西家有近 40 亩果园，种植了

苹果、梨子等水果。近几年，他开始种植

车厘子，果园里的车厘子树现在已达 100

多棵。

“为什么我们能不断种出以前没有的

新品种，不就是靠着农业科技的提升吗？

我们要把果树种好，让它们产量更高，口

感更好，不也要依靠农业科技吗？”白玛扎

西说，他还要在种植的实践中学好农业科

技，把果园打理得更好。2023 年，依靠售

卖 水 果 和 藏 鸡 ，白 玛 扎 西 一 家 收 入 8 万

多元。

工布新年来临前，白玛扎西在果园的

空地上捯饬出一个可以停放 10 余辆小汽

车的停车场。“明年，一定要把民宿办起

来。”白玛扎西想把自家的产品卖到更大

的市场，想把家庭旅馆搞起来，把生活过

得更好。

自然条件和气候孕育了林芝市得天

独厚的旅游资源。近 10 年来，旅游业已成

为林芝最为红火的产业，数以万计的农牧

民依靠乡村旅游走上了致富路。

“我们离市区近，风景又很美，最适合

开办林卡和民宿了。”布久乡杰麦村党支

部书记布路说，今年夏天，村里的林卡接

待了 6 万多人次，收入达到 60 余万元，比

去年多了 20 万元。

乡村旅游怎么搞能越来越红火？这

不，在这场农业新质生产力路演活动中，

杰麦村与林芝市南迦巴瓦旅行社签约了

引流协议，由旅行社解决扩大客源的

问题。村里则不断提升基础设施

建设水平，以更加优美的村容

村貌迎接八方游客。

“响箭、骑马⋯⋯我们

会把当地传统的特色项

目和服务做好，让游客

更 有 体 验 感 。”布 路

说，农业新质生产力

正具象成村民对建

设和美乡村、对美

好生活的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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