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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 敏 见习记者 梁傲男

从年轻人的“反向旅游”“平替旅游”到中青
年群体的“奔县游”“老家游”，县域旅游正凭借
独特的魅力异军突起，成为旅游市场的新宠。

春节期间，县域乡村地区的旅游热度不
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监测显示，2025年
春节假期，全国各地之间游客流动活跃，县域
中心城镇和乡村成为新热点。

《证券日报》记者在这个春节假期走进河
南省汤阴县、四川省西充县，探寻县域旅游如
何以小城故事书写大市场传奇，如何让“流量”
变成“留量”，迈向长红之路。

打造地方特色IP

在县域旅游崛起的过程中，讲好“小城故
事”、打造地方文化特色IP是第一步。

在河南省汤阴县，岳飞庙、羑里城等文化
地标因影视作品的带动而走红，吸引了众多游
客前来。

正月初二（1月30日）上午9点半，记者在岳
飞庙门外看到，商圈的店主们已经早早营业，
特色小吃、文创产品一字摆开，等待着游客们
的到来，开启这座老城一天的热闹。

在汤阴县城北向，与岳飞庙直线距离不到
四公里的地方，是我国有文字记载的第一座国
家监狱——羑里城，其又被称为文王庙，“五
经”之首《周易》就诞生在这里。

时下，羑里城因影视作品《封神第一部：朝
歌风云》《封神第二部：战火西岐》而成为游客
的打卡点。记者在羑里城看到，这里正在结合
羑里城文化举行情景剧表演，分别是古装情景
剧“渭水访贤”“至孝伯邑考”，武术情景剧“降
龙十八掌”及古彩戏法“八卦神仙索”。

来自北京、山东青岛的游客告诉记者，深

厚的文化底蕴是他们选择来汤阴县旅游的原
因。

“当前，国内外游客对中华传统文化抱有
浓厚的兴趣，这是一些古城吸引游客的重要因
素。拥有独特文化历史底蕴的县城，需要深挖
文化资源，做好文化名片，这是县域旅游发展
的一个重要环节。”艾媒咨询集团CEO兼首席
分析师张毅表示。

让“流量”变“留量”

县域旅游的崛起，不仅依赖于地方特色IP
的打造，更在于如何将“流量”转化为“留量”。

春节假期前后，四川省西充县以“百姓大
舞台·美丽中国年”为主题，策划推出了“文化
贺新春·民俗拜大年”巡游等活动。

正月初一，记者在活动现场看到，一条长
达数十米的“巨龙”神采飞扬，引得众多游客簇
拥相随。“太震撼了，没想到县城的新春民俗活
动这么丰富，体验感十足！”为深度感受巴蜀年
俗，来自广东佛山的游客郭星携一家四口专程
前来，跟随舞龙队伍穿梭于巷陌之间，沉浸式
体验川蜀大地独有的新春年俗。

记者了解到，除年俗活动之外，作为当地
的特色节会IP，西充县桃花季已连续举办十二
届，如今活动形式日益多彩，涵盖桃花市集活
动、“桃花开fun”音乐季、桃林徒步活动等。据
西充县文化广播和旅游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为
突破花期限制，西充县正通过“赏花+”模式整
合餐饮、娱乐、文化体验等元素，形成吃住行游
购娱完整链条，构建全域旅游新格局。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表示，当前，旅
游消费趋于理性，游客更加追求反内卷的生活
松弛感。但节假日期间县域旅游的潮汐效应
也需关注，外出工作人员、返乡探亲及居民走
亲访友、聚会和参与各类民俗活动聚得快、游
得快、散得也快，短期热度和低频消费能否对

县域旅游形成有效支撑，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多举措推动县域旅游发展

县域旅游的崛起，离不开基础设施的完善
和县域接待能力的提升。

2024年底，我国铁路营业里程已达16.2万
公里，其中高铁4.7万公里。四通八达且不断完
善的铁路网络，缩短了城市间的交通时长，大幅
提升了县域的可达性。以汤阴县为例，其素有

“豫北要冲，四省通衢”之称，京广铁路、晋中南
铁路、京港澳高速公路和107国道等重要交通干
线在此交汇，形成了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

同时，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持续推进，县域
交通、住宿条件显著改善，中高端酒店加速进
入下沉市场，民宿逐步提升住宿体验，县域承
载力和旅游服务水平明显提升。

携程集团（以下简称“携程”）联合创始人
兼董事局主席梁建章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绿水青山要转化为金山银山，离不开高端住
宿的助力。我国乡村地区在交通、基础设施建
设等方面已取得显著进展，不过，在高端住宿
产业方面，目前仍是我国乡村旅游发展的短
板。加强高端住宿的建设，不仅能提升当地的
整体旅游品质和住宿业标准，还能有力带动当
地经济的发展。”

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首席品牌官徐晓
磊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县域旅游市场的崛
起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一是文化本土性挖掘
更具特点，县域旅游性价比更高；二是交通及各
项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提高了旅游的可到达性；
三是县域目的地积极作为，在服务质量和产品
营销方面做出大量努力，提升了旅游体验。

“奔县游”“小城游”热度高涨，为各地释放
消费潜力、激活地方经济提供了全新路径。

携程数据显示，去年五线及以下城市旅游订
单同比增长近两成。汤阴县文广体旅局相关负

责人向《证券日
报》记者介绍，
2024年，汤阴
县旅游接待
人数达406.13
万人，同比增
长38%，旅游综
合 收 入 17.8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1.2%。

美团数据显示，
2025年春节假期，县
域地区餐饮堂食、休闲娱
乐消费同比分别增长24.0%、
39.5%，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不过，记者在走访中也注意到，县域游发
展过程中也面临一些挑战，如旅游产品同质
化、缺乏差异性和竞争力等。那么，县域旅游
应如何走向“长红”？

在文化和旅游部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
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研究院学术委员周海涛看
来，以春节旅游消费趋势来分析，县域旅游依
然会是2025年的大势之一。多个预订平台的
数据显示，县城的旅游消费活力十分旺盛，春
节期间县城高星酒店预订同比翻番，预订占比
超过连锁和低星酒店。种种因素催动下，2025
年县域旅游依然值得被看好和关注。

携程研究院行业分析师方泽茜表示，近几
年，旅游产品快速迭代升级，县域文旅不断发展
具有当地文化特色的景区及产品，为游客带来
新的感官及旅游新体验。2025年，县域旅游依
旧潜力无限，可以参照2024年的规律，靠地方特
色、文娱演出先抓住年轻人的“眼球”，再由点及
面发展为全国乃至国际的新兴文旅目的地。

对于如何推动县域旅游产业发展，周海涛表
示，小县城想做好县域旅游这个课题，关键在于特
色资源开发与产业融合，要依托民俗、生态资源打

造差异化产品，
避免同质化、一
窝蜂地盲目跟
从。同时，要深
挖文化底蕴，提
升基础服务能
力，把县域旅游
从热闹转化为
真正的产业。

旅 游 酒 店
行业高级经济
师赵焕焱认为，
要高度重视县
域乡村生态环
境的保护，充分
激 活 生 态 资 源
价值，深入挖掘县
域内生态资源的景观
魅力，将其打造为具有独
特休闲和观赏价值的乡村
旅游资源。

小县城大市场：县域旅游如何走向“长红”？

本报记者 李昱丞

1月份，深圳楼市新房和二手房住宅成交
量均实现同比正增长。《证券日报》记者春节期
间走访深圳楼市发现，新房市场方面，开发商
为加速去化，利用价格、得房率等卖点吸引购
房者；二手房市场则表现为价格企稳，复苏预
期加强。

具体来看，春节期间，深圳地区包括鸿荣
源珈誉府、龙湖御湖境、悦见和府等在内的新
盘打出“新春不打烊”的口号，并推出营销优惠
吸引购房者入市。

深圳市南山区某改善新房楼盘的销售人
员告诉记者，春节假期有少量销售人员驻场
值班，满足春节期间购房者需求。记者在现
场看到，不少客户陆续来到新房楼盘销售处
申请看房，忙的时候一个销售人员要同时接
待多批客户。“我们项目的得房率达 90%左
右，受到了市场欢迎。该项目于 2024 年 12
月 6 日入市，目前去化率约为七成。”销售人
员表示。

记者走访发现，近期深圳不少新房楼盘以

较高得房率作为卖点，其中包括一些“日光
盘”。比如，2024年 12月 14日，位于深圳龙华
区的中建鹏宸云筑开盘，该楼盘推出368套房，
做到接近 100%的得房率。数据显示，项目开
盘2.5小时售出超九成，3.5小时后售罄。

除了在得房率方面下功夫外，深圳部分新
房采取价格策略，也有力地刺激了需求。比
如，2024年10月19日，中建观玥名邸首开销售
均价约为 3.8 万元/平方米，与周边项目存在
10%至30%的价差。

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数据显示，2025年 1
月份，全市新建商品住宅网签销售 5090套，同
比增长97.3%。二手房市场方面，1月份，深圳
二 手 住 宅 成 交 数 达 到 4554 套 ，同 比 增 长
31.50%。

“2023 年以来，片区房价经历了 30%至
40%的调整，在2024年后房价走势比较平稳。”
春节假期期间，深圳市南山区白石洲片区一位
中介人员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随着楼市新
政落地，二手房市场成交逐步恢复。

“在价格走稳之后，深圳二手房市场有望
迎来进一步复苏。”有中介人士称。

探访春节假期深圳楼市：

新房去化速度加快 二手房量价企稳

本报记者 陈 潇

房地产行业“止跌回稳”预期之下，广州楼
市表现如何？《证券日报》记者在新春走访中发
现不少积极信号：开发商加速清尾盘、住宅产
品不断创新、企业联手探索代建模式、城中村
旧改重启……这些动向，或为2025年广州楼市
注入新动能。

春节期间，广州各大楼盘被红灯笼、中国
结和“蛇年大吉”的标语装点得热闹十足，纷
纷推出新春购房优惠，普遍折扣维持在九八
折左右，部分楼盘还附赠家电福利，有的项目
甚至在线上推出了新春答谢庆典等直播
活动。

2024 年 9 月份，广州出台一系列利好政
策，包括取消限购、降低首付比例等。政策落
地后，广州新房市场迎来翘尾行情，2024年第
四季度成交量同比增长55%。

春节假期期间，记者走访广州多个楼盘发
现，大多数开发商正加紧清理尾盘，并通过调
整销售策略等，为即将到来的“小阳春”做好充
分准备。

其中，不少楼盘去化已取得了显著进展。
“我们楼盘 2024年四季度卖得非常好，一个月
差不多能卖200多套。”中国电建地产集团有限
公司某项目销售人员告诉记者。

“我们楼盘的价格在片区非常有竞争力。”
番禺区某楼盘销售人员表示，对今年 3月份的

“小阳春”市场充满期待，目标就是把剩余的尾
盘全部清掉。

在加快清理尾盘的同时，新房市场的产
品、开发模式等也在转型升级。记者走访发
现，广州新盘普遍迈入“第四代住宅”时代，通
过结构优化，不少住宅将得房率提升至 100%
至 130%。同时，大落地窗、270度转角飘窗等
新型设计，也使得房子更加美观。

在开发模式方面，“国企出地、品牌出力”
的代建模式，正在广州多个片区落地复制。该
模式既缓解了房企资金压力，又盘活了地方存
量土地资源，形成多方共赢格局。

以记者走访的“绿城·揽江印月”项目为
例，楼盘销售人员向记者介绍，项目由本地国
企广州番禺交通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拿地，该
公司资金能力较强，但在楼盘开发方面经验
不足。因此，交给知名房企绿城中国控股有
限公司代建，从设计、建设到园林均由专业团
队操刀。

值得关注的是，不少片区旧改正在重启。
“旁边这片城中村，停了好几年的旧改最近重
启了，听说开发商正在和村民重新谈补偿方
案，大家都很期待这里有更好的变化。”番禺区
某楼盘销售人员告诉记者，关于上述旧改项
目，除了规划新住宅，还计划在旧改区域内建
设商场、幼儿园等配套设施。

“对比国内其他一线城市，广州中心城区
仍有许多城中村，有较大的改造潜力。当前旧
改也不仅仅是拆建，还可以是片区功能重塑。”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表示，城
市更新作为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有望为广州
房地产市场注入新动能。

实探春节假期广州楼市：

旧改提速 开放商积极备战“小阳春”
本报记者 毛艺融 张芗逸

观摩并尝试非遗手工艺制作、逛庙会、看
英歌舞、打卡博物馆、品尝地方特色美食……
今年春节假期，在南来北往的旅行潮流中，全
国各地文化游持续升温，为新春消费注入了
强劲动力，彰显出 2025年旅游消费持续向上
的发展态势。

浓浓文化味，锦绣中国年。2025年春节，
是申遗成功以后的首个春节，也是除夕被确
定为法定节假日以后的第一个春节。为传承
弘扬春节文化、促进消费拉动经济、丰富人民
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文化和旅游部于1月7日
至 3月 1日统筹开展“欢欢喜喜过大年”2025
年春节主题文化和旅游活动。

中国数实融合50人论坛智库专家洪勇表
示，今年春节消费市场之所以火爆，首先，得益于
经济稳步复苏，消费者信心增强，购买力提升。
其次，春节作为重要的传统节日，具有强大的消
费潜力。此外，政府及相关部门推出的一系列促
消费措施，如文化和旅游部的“欢欢喜喜过大年”
活动，以及各地结合地方特色开展的活动，都极
大地激发了消费活力，促进消费市场繁荣。

文化游热度攀升

2月3日是立春，在北京，不少游客和
市民选择到北京地坛公园参加春节文

化庙会，感受春天的气息。在公园
里的一处舞台，游客可以观看河北

沧州刘吉舞狮、山西太重锣鼓、
辽宁盖州高跷等表演，充满浓
浓年味。

在广东潮汕地区，春节又是另一番热闹景
象。扮成武松、李逵、关胜等梁山好汉的英歌队
员们手持英歌槌，伴随着节奏腾跃起舞，盔头上
的翎子、脸谱上的长须随动作飘动，气势非凡。

“我们是冲着英歌舞来的，提前查了好多
攻略。昨天在小公园看了几场，今天早上七点
多就来这里等着了。”正月初五，在汕头市潮阳
区2025年春节潮阳英歌嘉年华活动现场，锣鼓
声喧天，李女士难掩兴奋地对记者说，“值了！”

据了解，李女士一家从南昌自驾前来汕
头过年，就是为了看当地的英歌舞，在这些颇
具特色的民俗活动中感受年味。

记者注意到，在民俗文化的带动下，潮汕
地区成为春节期间热门旅游目的地。潮汕地
区的酒店及民宿在春节期间一房难求，许多
游客为了体验当地民俗，提前数月预订。潮
汕牛肉丸、卤鹅等特色美食也成为游客必尝
的美味，带动了当地餐饮消费的增长。

除了民俗活动，各类文化主题旅游产品
也备受青睐，“博物馆里过大年”成为时尚。
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南京博物院、
洛阳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等成为游客争
相打卡的热门景点。

例如，中国工艺美术馆在春节期间迎来大
批游客。“今年过年没有回老家，接爸妈来北京
过年，提前预订了票，带家人看看过年春节主
题展，体验非遗之美。”来自山西的崔女士说。

非遗文化类消费显著增长，地方特色非
遗项目也受到消费者欢迎。例如，瓷胎竹编、
西安皮影和湘绣等兼具文化内涵与互动体验
的项目，成为消费者在春节假期的热门选择。

“春节申遗成功，激发了人们对中国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热情与关注。今年春节，文化

旅游热度空前高涨，民俗文化、非遗手工技艺
等体验活动展现出了极高的人气。”途牛旅游
网副总裁齐春光表示。

旅游经济有望保持高位

旅行过节已成为欢度春节的新方式。2
月 3日，支付宝发布的 2025春节消费观察显
示，非遗资源和体验丰富的城市，如北京、西
安、厦门、泉州等，受到游客喜爱。

春节期间的文化消费呈现出多元化、创
新化和高增长的特点，不仅丰富了人们的节
日生活，也对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
用。例如，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数据显示，春
节假期前四天，全市接待游客总量 853.6万人
次，实现旅游总花费140.3亿元。

“春节假期本身就是传统消费旺季，为抓
住这一时间窗口，政策端已提前发力，通过举
办活动、发放补贴等方式助力消费需求释放。”
星图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付一夫表示，首个

“非遗版”春节也进一步唤起了人们对“年俗”
“年味”的关注，使得相关文旅消费表现火热。

洪勇表示，首个“非遗版”春节的“年俗
热”反映了人们对传统文化价值的重新认识
和追求。举办各种年俗活动，为旅游及相关
产业带来了新的增长点。

展望 2025年全年消费市场的表现，付一
夫表示，今年春节假期的消费市场表现为整
个 2025年消费市场的火热开了好头，预计全
年旅游消费将保持高景气度，呈现文化游、冰
雪游继续升温，入境游消费持续增长等趋势。

谈及如何进一步延续春节期间的消费趋
势，付一夫建议，政策端需要进一步细化，支
持相应领域的消费市场繁荣。除加力扩围实
施“两新”政策之外，还应该针对潜在需求、尚
未满足的消费领域进一步支持，如绿色消费、
数字消费、养老消费领域。

开源证券研报称，2025年或是“消费年”，
促消费政策有望更加多元。除了已落地的加
力扩围实施“两新”政策，促消费政策可能形
式更加多样。

“非遗版”春节年味儿浓 年俗热引爆文化游

图图①①游客市民在北京地坛公园逛庙会游客市民在北京地坛公园逛庙会 毛艺融毛艺融//摄摄
图图②②汤阴县岳飞庙游人如织汤阴县岳飞庙游人如织 张张 敏敏//摄摄
图图③③英歌队正在进行英歌舞表演英歌队正在进行英歌舞表演 张芗逸张芗逸//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