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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热衷“奔县”游，这波“富贵”怎么接
成为旅游目的地新宠的县城如何保持“原汁原味”，是道绕不过的必答题

胡玲玲 郭辰昊 报道

昔日“低调”县城
逆袭正在进行

董永恒以前从未想过，他儿
时的足球梦会因贵州“村超”得以
延续。从“卷粉王”到“射手王”，董
永恒的身份转换仅用了一年。

2022年，董永恒在榕江县举
行的美食比赛中获得“卷粉王”称
号。一年后，他白天依旧穿着围
裙，选材、备料、做卷粉。晚上，在
家乡父老的见证下，董永恒奔赴

“村超”现场，拼抢、射门，化身绿
茵场上的“射手王”。今年，他考取
足球教练证，把卷粉店交给姑妈
打理，只因心心念念的足球训练
营终于变为现实。

其实，不止于个人，榕江这座
县城得益于文旅发展，也在发生
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榕江县在贵
州省属于比较贫困的地区，经济
主要依靠农林业。2022年，榕江县
GDP为92 . 98亿元，只有省会贵
阳的1 . 89%。榕江县文旅局的监
测数据显示，在“村超”等赛事的
带动下，近一年，榕江县接待游客
超760万人次，这一数字是榕江常
住人口的20倍，旅游综合收入超
过84亿元。

今年国庆假期，国内出游
7 . 65亿人次，“奔县旅游”升温明
显。根据携程发布的《2024年国庆
旅游消费报告》，县域旅游日均订
单同比增长40%，增速最高的前
10个县域目的地，包括山西临汾
隰县等，同比增速均超过4倍。

接棒大都市
县域旅游因何火热

城市出圈的故事频繁占据大
众视野，但主角从大城市逐渐转
移到小县城。“小城故事多”，处于
城市和乡村过渡地带的县城，有
着属于自己的生长脉络，也是许
多人魂牵梦萦的“心事”。

“充满生活气与人情味，各方
面性价比高，拥有小而美的景点，
同时具备极强体验感。”正在走遍
山东136个区县的自媒体博主姜
航宁这样描述县域旅游的魅力。
近两年，她明显感觉到，人们每天
的生活像开了倍速，向她询问小
众景点的人越来越多。告别“人从

众”，找一个慢节奏的目的地成为
游客首选。

县，是中国最古老的行政单
元，在那里长大的人们，如今渴望
再次拥抱故乡。无论是餐饮还是
住宿，县城游都有着极高性价比。
花上10元，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
好，体验海景房也可以在200元内
搞定。林沛颖在深圳的一家游戏
公司从事市场研究工作，她喜欢
在周末去广东和福建的县城深度
旅游，她感受到，部分县城建设已
经不输城市，但物价还要便宜很
多。门票方面也能节省大笔支出，
游人可以免费参观大多数景点。

过度开发和千篇一律的商业
化，让一些景点沦为围绕游客打
造的“楚门世界”。县城的景点不
靠同质化的“炫技”，主打“朴实无
华”和“细水长流”。姜航宁会认真
阅读视频的每一条评论，“大家很
惊讶的一点是，视频中出现的美
食、景点，或是文化，本地人有时
也不知道，县域旅游离不开对当
地文化的深入挖掘。”

“山沟里的文物远离战争炮
火，保存相对完整。”Ringo是古建
筑爱好者，在他看来，地处城市中
的古建像是将一盆植物景观置身
于钢筋混凝土中，县城的古建则
深深扎根于原汁原味的乡土里，
历经百年乃至千年，依然维持着
其原有的功能，周边的村民不时
前往祭拜，游客在这里也能够目
睹古建筑最初的使用场景，品味
古建对于乡民的意义。

游客奔赴县城，深入地理版
图上的“毛细血管”，离不开交通
的支撑。光明网在谈及县域旅游
崛起时提到，高铁已经把九百六
十万平方公里“缩小”到几个小时
以内，以省级行政区为单位，完整
实现“县县通高速”的比例也达到
了三分之二以上。林沛颖向记者
表示，她优先选定能在两三个小
时内到达的高铁站，再以此为中
心，规划行程。“很多人还有误解，
觉得交通不便是去乡镇旅游的阻
力，必须得自驾或者跟团，从我的
经验来看，其实下了高铁，叫上网
约车就能玩得很好。”

想要接住“泼天富贵”
还得先行修炼内功

部分以农、工业为支柱，面
临着产业升级转型的县城，亟

需一套文旅叙事连接过去、现
在与未来。看到一轮又一轮由
短视频引爆的旅游目的地迎来

“泼天富贵”，不少人自告奋勇
安利家乡，还喊话文旅局“抄作
业”“亮家底”，“整活”式比拼，
人们津津乐道下一个流量宠儿
会是哪里。

“成熟的文旅目的地需要
具备三个条件：特色 IP或吸引
物，一站式的文旅消费配套，优
质的公共服务体系”，中国社会
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特约研究
员王笑宇告诉齐鲁晚报记者，
如果没有过硬的产品和服务打
牢基础，单纯的营销推广甚至
会导致负面效果，“可能还没接
到流量，就先收到了差评。”

济南大学文化和旅游学院讲
师孙竞认为，县域旅游的魅力在
于独特的资源和良好的体验，在
此基础上注重宣传推广，相信就
会迎来高光时刻，而这种自信的
建立需要落实在强化内功上，流
量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不能为流
量所困。

许多人担心，县城“火起
来”之后，为了“火下去”，会丢
失其原有的特色，成为千篇一
律的商业化古城。复旦大学旅
游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沈涵
表示，想要让县城保持“原汁原
味”，关键在于平衡好经济发展
与文化传承之间的关系，加强
对历史遗迹及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研究与保护工作；鼓励当地
居民参与到旅游活动中，让他
们成为自己故事的讲述者，增
强公众对本土文化的认识与自
豪感；对于新进入市场的商家
设定高标准，确保其符合整体
定位。

“‘村超’为什么能火？除了
足球，文化吸引、赛事体验、旅
游消费的融合模式是关键，例
如，背后的特色侗族民族文化、
足球联赛参与及旅游配套。”王
笑宇还强调了“主客共享”的关
键性，国际上有案例证明，如果
因发展旅游业，挤占到本地人
的生存空间，导致原住民搬离，
社区文化被破坏，这样的做法
就不可持续。县域旅游的发展
需要本地居民、社区、在地政府
和外来开发、运营团队共同参
与，保留在地特色的同时拥抱
新生事物、持续创新。

王贝艺 济南报道

“听劝式旅游”
追求更深入的体验

“11月底去济南玩，我贼听
劝！”10月16日，网友“大熊超甜”
在社交平台发帖，“不要广告，
不要网红店，求本地人给意见！
好吃、好玩、好拍的都可
以！”没过多久，不少网友
便纷纷跟帖留言：“经六
路有家苍蝇馆子，开了十
好几年了，建议去尝尝”

“芙蓉街里有家小吃非常
美味”“经三路老商埠值
得一去”……就这样，在
一众网友的“安利”中，

“大熊超甜”开启了济南
之旅。

实际上这也并非个
例。“1 0月中旬要去济
南，听劝”“这周日凌晨
四点到济南，有什么推
荐吗”……近段时间来，
旅游主打“听劝”的博主
不在少数。他们通过社
交平台发帖，求助旅游
目的地的“本地人”或者
是“过来人”，从而避开
广告、引流的信息以及
易“踩雷”的网红目的
地，由此带动起一股“听
劝式”旅游潮流。

除了未雨绸缪、提
早做准备的游客，也不
乏旅游“特种兵”极限向
网友“求”攻略：“还有4
小时到济南，听劝”“刚
到济南，准备来个2日
游 ，朋 友 们 给 点 意
见”……

这股“听劝”的风潮
也从网络蔓延至线下，
从“听劝”演变为“打听”。

“走一路，问了一路。”回
想起国庆假期的南昌之
行，在济南工作的茉源

（化名）表示，自己并没有提前
特意做攻略，无论是出租车司
机还是街边小店的老板，都是
她临时做“攻略”的对象。

“‘听劝式’旅游，可以看做
是不以现成的旅游攻略为‘基
准’，边打听边做计划的旅行方
式。”济南大学文化和旅游学院
讲师孙竞认为，游客不受攻略
的束缚，吃喝玩乐全靠当地人
推荐，“这是一种追求更深入旅
行体验的游玩方式”。

获得最真实的感受
避雷“网红”店

“这也不是我第一次‘听
劝’了。”今年以来，“大熊超甜”
已经“听劝”地游玩了青岛、喀
什、西安等地，“体验感还不错。

与采用现成的攻略相比，‘听
劝’帖可以帮助我获得更加真
实的信息，感受城市最真实的
面貌。”“大熊超甜”说。

还在读大学的新一（化名）
决定利用周末来济南2日游，她
提前一周在社交平台发布了求
助帖，“面对一个陌生城市，想
要更快地了解其特点，通过互
联网求助是比较好的方法。但

与此同时，信息也变得鱼
龙混杂，有些帖子看似是
攻略，实则是广告，暗含
许多‘雷’。”新一说。

“大数据的确很‘懂’
你，但也给很多借社交平
台传播、水分较高的广
告、引流帖以可乘之机。”
孙竞说，很多网红小店、
必打卡地、必去景点通过
滤镜“加持”，在网络中呈
现出来的效果与实际情
况大相径庭，不仅破坏游
客旅游体验，也让许多人
在面对现成的经验帖时
多了不少顾虑与怀疑。

“相比于网图，本地
人或者‘过来人’推荐的
饭馆、景点都是他们体验
之后觉得不错的地方。”
旅行中，茉源在几位本地
人的推荐下去了南昌的
几个“苍蝇馆子”，“发现
真的很不错，物美价廉，
比网上铺天盖地宣传的

‘网红’店要好很多”。

理性“听劝”
做出专属攻略

“有意避开‘网红’、
热门，表现出当下旅游者
不受大数据‘束缚’，对独
特经历和个人感受的重
视，同时也反映了当前旅
游市场的碎片化和高度
的个性化。”同时，孙竞也
表示，“旅游者在‘听劝’
时，也要擦亮双眼，根据

个人的情况采取建议，甄别各
类信息，保持理性。”

“其实在发布‘听劝’帖之
前，我自己先做了一遍攻略。”
新一觉得，借鉴现有的攻略出
游和“听劝式”旅游二者可以
有效结合，“网上的攻略基本
涵盖各种知名景点的玩法，同
时通过‘听劝’帖‘避雷’，再根
据自己的行程做出专属自己
的攻略，这样一来体验感就很
独特。”

每趟旅行下来，“大熊超
甜”便会根据网友的“安利”以
及个人喜好整理出一份旅行
攻略，久而久之她也成为一名
小有流量的旅行博主，“听劝
帖”也变成了旅游攻略，“哪里
好吃、好玩，哪里需要‘避雷’，
一切都‘明明白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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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提前好久费力搜索各类旅
游攻略，而是在途中发布一条“听
劝”帖，根据网友们提供的吃喝玩乐

行各种相关信息计划一段旅程……近段时间来，诸如此类的“听
劝式”出游正悄然流行。从“照搬现有攻略”到“听网友劝”，年轻
人何以“开发”出这一旅行新模式？

“充满生活气与人情味，性价比高，小而美的景点，具备极强体验感。”正在走遍山东136个区县的自媒体
博主姜航宁这样描述县域旅游的魅力。近两年，小县城开始接棒大都市，成为旅游目的地新宠。据《全国县域
旅游发展研究报告2024》，全国县域旅游综合实力百强县2023年平均实现旅游总收入164亿元，平均接待游客
总人数为1563 . 85万人次，同比分别增加了27 . 72％、21 . 13％。县域旅游，如何在“大火”中保留“原汁原味”？

姜航宁从事旅游行业9年，近两年的工作重心逐渐转移到县域旅游。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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