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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冰雪消费升级营造良好环境

马维维

夜间旅游从小到大夜间旅游从小到大、、由由

点及面点及面，，成为推动旅游业高成为推动旅游业高

质量发展质量发展、、促进文旅消费潜促进文旅消费潜

力释放的有效路径力释放的有效路径。。

夜幕下的广西桂林夜幕下的广西桂林阳朔阳朔遇龙河遇龙河景区景区，，一条由竹筏连接而一条由竹筏连接而

成成的的““金龙金龙””吸引众多游客观看吸引众多游客观看。。 黄胜林黄胜林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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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南川区梦龙街区夜重庆南川区梦龙街区夜

市内市内，，游客在购买美食游客在购买美食。。

罗罗 川川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如 何 越 夜 越 美 丽如 何 越 夜 越 美 丽
本报记者 张 雪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

“不夜城”换装登场，来一场

city walk，随着熙熙攘攘的人

流 打 卡 最 具 人 气 的“ 深 夜 食

堂”；赴浪漫之约，和心爱的人一

起看夜空中梦幻上演光影盛宴；

感受文艺之旅，约上三五好友在音

乐节的璀璨灯光下肆意摇摆⋯⋯现

代社会，夜晚的来临正是忙碌了一天

的人们享受生活的开始，相较于白昼，

夜色下的城市更具人情味和烟火气。

近年来，夜间旅游从小到大、由

点及面，成为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

展、促进文旅消费潜力释放的有效路

径 。 中 国 旅 游 研 究 院 最 新 发 布 的

《2024 中国夜间经济发展报告》预测，

2024 年国内夜间旅游总花费将达到 1.91 万

亿元，同比增长 21.7%。

需求提档升级

在流光溢彩的灯光映衬下，安徽马鞍山的

长江不夜城景区迎来八方游客。通过光影交

互、裸眼3D等科技手段，整个景区被打造成一

座奇幻之城，游客可以在“千里长江画卷”前，

感受长江沿线省市的非遗技艺、民俗表演、花

车巡游，也可以在一旁的商铺里品尝各地美

食。据统计，2023年，长江不夜城全年累计接

待游客突破 500 万人次。而马鞍山市通过构

建购物休闲、特色餐饮、文体娱乐、演绎体验、

观光旅游“五位一体”的发展模式，把夜间经济

打造成了拉动消费增长的一大引擎。

白天有白天的风情，夜晚有夜晚的美

丽。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表示，随着经

济社会发展水平提升和科技进步，人们的生

活观念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巨大转变。“旅

游休闲活动已经显而易见地从白昼延伸至

夜晚，18 点至 22 点已经成为高活跃度的夜

间经济‘黄金 4 小时’。”

《2024 中国夜间经济发展报告》显示，相

较于 2021 年同期，今年前三季度游客夜间消

费金额占比增长了近 4 个百分点；节假日是

夜间旅游市场的温度计，今年国庆黄金周，

游客夜间消费金额和笔数占比分别为 34.3%

和 29.2%，景区夜间游客同比上涨 33.2%。从

市场规模、夜间消费占比、假日夜间经济 3 个

维度判断，我国夜间旅游市场正呈现需求增

长之势。

中国旅游研究院夜间旅游课题组负责人

赵一静认为，游客的夜间需求正呈现内容升

级、场景演变、诉求转变和持续细分提档的特

征。游客夜游对“在地化、艺术性、轻松感”的

内涵需求升级，古镇乡村、文娱综合体、城市

夜行、逛“三园”（公园、动物园、植物园）成为

新的夜游吸引物。与此同时，游客的夜间旅

游停留与偏好场所更趋向于本地生活场景，

停留更久的夜游场景从景区、演艺场馆转向

休闲文娱场所、夜市集市、历史文化街区和旅

游休闲街区等特色街区。“游客的消费诉求发

生转变，大众开始对夜游产品的功能性提出

了更多要求，消费者有了自己的夜游价值主

张。在内容升级、场景演变的趋势下，不同人

群的差异化需求持续细分。”

产品创新迭代

随着时间之轴在昼夜的尺度上展开，旅

游景区和度假区等典型旅游空间不断导入

夜间休闲项目，博物馆、美术馆、电影院、戏

剧场等公共文化空间也在延长闭馆时间。

中国旅游研究院夜间经济专项调研显示，全

国 5A 级旅游景区的夜间开放率已从 2020 年

的 23%增加到现在的 63%，新入驻了一批灯

光造景、演艺游船、民宿集市等夜间核心吸

引物；文博场馆在暑期、假日等博物馆奇妙

夜的带动下，夜间开放率上升至 35.2%。夜

间旅游产品的供给日益丰富。

戴斌表示，眼下无论是历史文化街区、

商业综合体、夜间市集等重点商业场景，还

是街道、广场、公园等主要公共空间，都在有

意识地融合文化、科技、时尚和娱乐元素，持

续推进夜间场景迭代和产品创新。

在浙江绍兴众多古镇中，柯桥古镇靠什

么脱颖而出、聚拢人气？浙江开元旅游集团

文旅事业部负责人褚锋平说：“柯桥古镇要

做一个有文化、有态度的古镇，让年轻人愿

意来打卡、愿意来消费。”夜游板块成了突破

口，柯桥古镇推出“十二月市集”，以宋代文

化为主题，每个月策划不同主题的市集，在

此基础上，去年还推出了“柯桥十二风雅

集”，将江南十二雅事作为体验主线，十

二国色作为视觉主线，十二花朝作为

打卡主线进行系列活动串联。除了

市集外，柯桥古镇还挖掘在地文

化，增加光影水秀互动场景，让

游客沉浸式感受水乡夜晚独

特的魅力。褚锋平介绍，现

在古镇每天的客流量在 15000 人至 20000 人

之间，其中夜游的比例约占 70%。

以夜空做画布、光影做画笔、植物做“演

员”，在夜晚的北京世界花卉大观园，设计团

队发挥想象力，用一场高科技奇幻浪漫的夜

游秀带游客进入自然世界。北京深林觅境

夜光植物园创始人王海洪说，他们尝试把公

园夜晚的空闲时间利用起来，以植物作载

体，把混合现实、3D mapping、全息投影等科

技手段和植物链接起来，让植物自己讲故

事，希望这些新探索开创出一个新赛道。

赵一静表示，近年来，夜间旅游的经营

主体数量呈攀升态势，面对庞大的夜间旅游

市场需求，各领域专业选手延展产业链进入

夜游赛道，使得供给内容服务品质化、专业

化水平不断提升。

业态还需优化

眼下，越来越多的“不夜

城”在夜空下绽放，市民、游

客的夜生活更加丰富多

彩。夜间旅游发展面

临着新形势，也伴

随 着 新 挑 战 。

戴斌表示，尤

其 要 关 注 夜

间 旅 游 发 展

模式单一、商

业形态同质、

国际竞争力偏弱、文化体验不足、居民获得

感不高等一系列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作

为新生活方式、新学习方式和新成长方式的

旅游，不仅要满足游客夜间餐饮等刚性需

求，还要以优秀文化作品和优质旅游产品满

足游客夜间观影、赏剧、夜读、娱乐、休闲购

物和社会交往的需求。”

赵一静认为，目前夜间便民公共休闲空

间依然不足，公园、体育场、文博、艺术、科技

等场馆可再适当延长开放时间，同时推动

商业业态进公园、进公共场所。“过去夜间

消费场景打造以重点商圈、街区为核心，更

强调集聚效应，但容易出现排队长、拥挤、

走马观花等问题，降低人们夜间出游的欲

望，因此需要让更多小而美、小而精、小而暖

的休闲空间、商业空间进入社区生活圈，满

足居民、游客每周 2 次至 3 次的夜间休闲文

娱消费需求。”

面对游客夜间旅游新需求，赵一静表

示，需要进一步以文化引领产业创新，旅游

景区、度假区、演艺等核心夜间吸引物提供

的业态需根据市场需求精准优化提升。从

空间区域角度看，前一阶段发展夜间旅游主

要集中在景区等核心吸引物的夜间场景构

建、业态培育上，下一步需要更加注重客源

地及周边辐射区域的夜游休闲产品打造，要

看到下沉市场对于夜间旅游的需求。

冰雪季来临，冰雪经济活力

涌动。冰雪运动、冰雪旅游、冰雪

装备、冰雪文化等正在激发新一

轮冰雪消费热潮。在黑龙江，当

地筹备 2025 年第九届亚洲冬季

运动会进程中推出的一系列极具

创意的亚冬会纪念品和体验项

目，赢得游客广泛青睐，不仅为

“尔滨热”助力，更彰显出冰雪经

济蕴含的消费新潜能。

北京冬奥后，“带动三亿人

参与冰雪运动”后续效应持续释

放，引领冰雪文化、冰雪装备、冰

雪旅游全产业链发展，为冰雪消

费 升 级 带 来 更 广 阔 的 市 场 空

间。国务院办公厅前不久发布

的《关于以冰雪运动高质量发展

激发冰雪经济活力的若干意见》

提出，到 2027 年，我国冰雪运动

场地设施更加完善，服务水平显

著 提 升 ，冰 雪 运 动 更 加 广 泛 开

展，冰雪经济总规模达到 1.2 万

亿元。预计到 2030 年，这一数字

将达到 1.5 万亿元。届时，冰雪消

费 将 成 为 扩 大 内 需 的 重 要 增

长点。

从目前看，冰雪消费升级还

面临着场地供应不足、优质项目

供给不足、人才短缺等挑战。

促进冰雪消费升级，要积极

增加场地供给。在供给方面，应

加大对冰雪场地、设施建设的政

策支持和资金投入，动员多方力

量，充分运用市场机制吸引投资，

加大相关场地项目建设。扩大冰

雪消费场地和设施供给的同时，

还应注重提升配套服务水平和场

地维护能力等软件建设，提供优

质服务。

不断丰富冰雪消费产品。可

积极创新冰雪消费模式，如整合

地方雪场资源，推出形式丰富、内

容可选的联票、季卡、滑雪住宿套

餐等。像亚布力滑雪旅游度假区

推出的“三山联网”服务，让三处

滑雪场联票，56 条雪道可供游客

“一票滑到底”，备受游客青睐。

加 强 冰 雪 人 才 队 伍 建 设 。

可 通 过 政 策 支 持 、资 金 投 入 等

方 式 ，吸 引 和 培 养 更 多 冰 雪 领

域 的 专 业 人 才 。 比 如 ，设 立 专

项基金，支持冰雪运动教练、裁

判员、管理人员等人才的培养和引进，提升专业水平和国

际竞争力。冰雪运动是冰雪消费的主要内容，可以通过举

办培训班、工作坊等方式，让教练不断学习和更新知识，提

高教学质量，更好地推动冰雪运动普及发展。还要注重完

善冰雪运动教育体系，如在适宜开展冰雪运动的地区，设

立中小学和高校冰雪运动相关课程，培养青少年对冰雪运

动的兴趣。

要持续优化冰雪消费环境。冰雪消费对许多消费者来

说还比较陌生，政府和社会团体等组织一定要主动作为，加

强消费者权益保护，比如建立消费赔偿先付、大客流应对处

置等机制。这一点黑龙江省的许多做法值得借鉴，当地以

“冰雪旅游百日行动”为抓手，组织各地各部门开展“十

大监管护游”，加强十大涉旅行业自律管理，严格履行

“十大涉旅行业诚信自律公约”，公布经营主体信用

评价结果，进一步规范旅游市场秩序。此外，要积

极引导社会各界参与冰雪标准化建设，注重提升

冰雪场地设施建设和运营、装备器材、旅游服务等

方面的标准化水平。

消 费 帮 扶 农 特 产 品 销 路 宽
本报记者 赵 梅

天水甘谷辣椒、陇南橄榄油、甘

南牦牛肉⋯⋯在甘肃兰州的“央地携

手·富民兴陇”2024 央企消费帮扶聚

力行动展厅内，各类甘肃特色农副消

费品一一亮相。

这是甘肃首次举办中央企业消

费帮扶活动，来自 10 家中央和国家机

关、36 家中央企业、5 个东西部协作地

区、48 家中央在甘企业、14 个市州和

兰州新区及央企定点帮扶县设立的

190 个展位，全面展销央企定点帮扶

地区农产品和甘肃省特色农产品。

甘肃省国资委机关党委专职副

书记、一级调研员张晖介绍，他们将

以活动开展为契机，通过与中央企业

建立长期稳定的供货关系，推动甘肃

特色农产品进央企、进综超、进商城，

全面提升“甘味”品牌和特色农产品

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持续带动甘肃农

民增收。在活动开幕式签约仪式上，

华润万家与甘肃甘味产业发展有限

公司、中储粮集团与甘肃农垦集团分

别签订战略框架协议；36 家央企和甘

肃省省属企业、市州农业龙头企业以

及农民合作社等百余家单位举行了

集中签约仪式，签订“甘味”农产品采

购意向协议。

此次行动采取“现场展销+线上

销售”方式。其中线上销售主要通过

“甘味·国企”直采平台、央企消费帮

扶小程序、公益中国平台和各央企电

商平台等网络渠道，同步开展网上展

销和直播带货活动。为充分保障货

源供应，甘肃省国资委编印《甘肃各

市州特色农产品手册》和《甘味特色

农产品甄选目录》，涵盖 15 个大类 75

个门类特色农产品 2000 多种，涉及龙

头企业 650 家，产量在 390 万吨以上。

在甘肃天水市展台，陈列着花牛

苹果、甘谷辣椒、花椒等农副产品。

“今年，央企采购了我们 20 多万

元的小米、挂面等农产品。”天水天盛

优农优品农副产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马

洪建说，央企消费帮扶拓宽了公司产

品的销路，提振了农民的种植信心。

“这是庆阳华池的沙棘汁、环县

的羊酸奶，还有小杂粮、蜂蜜等十几

种特色商品。”中国化学工程集团驻

华池县余家砭村驻村工作队第一书

记赵成柱热情地为参观者介绍着展

台上的产品，他希望通过展销进行品

牌宣传，稳定特色农副产品的销售渠

道以及销量。

赵成柱说，自 2015 年对庆阳开展

定点帮扶以来，中国化学工程集团大

力扶持小杂粮、中药材、沙棘、金丝黄

菊、菌菇、湖羊等产业项目，通过集团

化学云采、央企消费兴农周、本来生

活集团等线上平台，多维度宣传推介

华池县、环县农特产品。积极引导集

团所属子公司和合作单位采取“以购

代销”“以买代帮”等方式采购华池

县、环县农特产品，累计完成消费帮

扶 3800 万余元。

在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来自贵州印江县的茶叶和抹茶

曲奇等产品引人驻足。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驻

贵州印江驻村第一书记刘磊告诉记

者，他们立足当地产业特色进行资金

支持、产品升级和市场推广，此次带

来了牛肉干、茶叶、抹茶衍生品和帮

扶村的手工编织产品等 60 多种特色

农副产品。在充分展示帮扶成果的

同时扩大交流对接，甘肃农特产品都

将上传至“中煤易购”消费平台，助力

甘肃农特产品种得好、卖得出。

“本次消费帮扶活动收获多多，

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加大了

对甘南云端羚城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的采购订单；甘南禾壹供销农特产品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与京东集团签订

了代销意向协议。”甘南藏族自治州

政府国资委主任才昂南杰说。

在在““央地携手央地携手··富民兴陇富民兴陇””20242024 央企消费帮扶聚力行动展央企消费帮扶聚力行动展

厅内厅内，，陈列着不少甘肃农特产品陈列着不少甘肃农特产品。。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赵赵 梅梅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