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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 话闲游

旅 业视点

“云”上观景需求暴增

“不能出门，我就关注了几个
旅游主播，跟着他们去各种地方，
看以前没来得及看的风景。”最
近，居家办公的赵琦成为了“云游
客”，一边在网上四处“打卡”，一
边为自己以后的出行规划线路。他
关注的主播身处全国各地，徽州的
古村落、杭州的西湖边、黄山的奇
松怪石尽收眼底……“等疫情过
后，我一定要到这些地方去看
看。”赵琦对记者说。

比起四处“打卡”的旅游博
主，来自北京的“旅游达人”沈飞
则更喜欢看专业导游的讲解，“他
们具备更多旅游知识，也更擅长讲
故事，不管是讲趣事笑谈，还是讲
人文历史、传统习俗，每场直播都
干货满满。”

在携程平台上，一位金牌导游
通过一镜到底式全程讲解，为观众
解读场馆的设计理念、建筑背后的
寓意巧思。抖音上的网红导游“杭
州小黑”，则因直播风格幽默，常
常讲有趣的故事和历史小知识，收
获了1000多万粉丝。

据 《2022新旅游消费趋势报
告》显示，“直播云旅游”已经被
超过一半的Z世代年轻人所接受。
《“五一”抖音旅行报告》显示，
今年“五一”假期，2.5亿人次在
直播间跟着导游打卡景点；网友宅
家观看旅行视频，做了38.5亿次

“云游”。

旅游企业触网转型

“云旅游”为人们打开了看世
界的“一扇窗”，也为旅游商家带
来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新机遇。游
客无法远行，旅业商家、泛旅游品
牌便主动“走出来”。

“作为黄山网红景点，今年以
来，西海观光缆车共直播 110余
场，吸粉5000余人，累计点赞量
约400万次，单场最多观看人数突
破 1万人。视频里，小火车在奇
松、怪石、云海中穿梭，巨大的视
觉冲击力，让不少网友表示想亲自
来黄山体验下网红小火车的魅
力。”黄山风景区宣传部副部长葛
旭芳介绍，疫情期间，黄山旅游股
份积极推进“云”举措，探索宣传
营销新路径。“‘云游’尝试，既

为景区自有品牌建设及品质提升搭建
了全新的运营场景和展示平台，也为
疫情后吸引消费者走进山岳、亲近自
然、放松身心，深入了解景区文化和
历史提前‘种草’。”

“2022年4月21日，黄山景区以
‘云开疫散，情满黄山’为主题开展
直播，并与千里之外的陕西省华山景
区进行了同屏直播，两大名山的主播
隔屏互动，共同邀约网友，互送福
利、互相种草。”葛旭芳告诉记者，
这样一场直播过后，也打开了景区互
动直播的思路，或许也会引来多方合
作伙伴。“我们非常高兴能与更多的
景区实现这样的友好互动，相互‘种
草’。”

其实，不止黄山景区发力直播，
国内各地都在为促进“云旅游”另辟
蹊径。

“五一”期间，山西省太原市的
文物景区和博物馆推出多场直播吸引
超过100万人次观看；上海野生动物
园连续20多天带观众逛园区，看老
虎、猴子、斑马等野生动物，近30
天直播间累计观看人次已超千万；山
东开展了300余项“云旅游”“云演
艺”“慢直播”等线上活动，陪伴人
们“云游齐鲁”……

与此同时，各大旅行平台也加大
了线上内容投入，直播、纪录片、线
上活动等形式为用户呈现云端旅行的
体验内容。“五一”期间，携程、
途牛、飞猪等各大旅行平台推广直
播渠道，不少商家入驻平台，个
人、景区、酒店、品牌商家都通过
线上渠道收获了大量客户。4 月，
商家已在携程平台上开播超 1500
场，用户观看量同比去年同时段提
升82%。

提前种草 为日后旅游打基础

在业界专家看来，“云旅游”开
启了“种草”功能，让潜在的旅游爱
好者接触到更多旅游信息，更好地制
定旅游计划，在疫情得到缓解后实现
从“云端”走向现实，为旅游业恢复
发展打下基础。

“‘云旅游’不是一个新概
念。”中国未来研究会旅游分会副会
长刘思敏表示，大约在10年前，这
一概念已经受到关注。当时的“云旅
游”，主要指利用云计算技术，将旅
游全过程资源、服务等数据化、在线
化、智能化，将导览、导购、导游和
导航功能整合到一个平台中，为游客
随时随地提供互动式、多媒体、全资
讯的智慧旅游实现模式。

刘思敏认为，新冠肺炎疫情暴发
后，“云旅游”契合了疫情期间游客
无法实地体验的需求，起到了部分替
代的作用。当然，各地景区开展云旅
游，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营销手段，景
区通过视频、直播、在线互动、VR
体验等方式，给消费者提供了丰富的
在线体验。让潜在旅游客户可以提前
了解，对游客未来选择旅游目的地也
起到正向的作用。同时，通过直播等
方式，吸引眼球，流量本身也可以变
现。很多景区把纪念品、景区周边特
产等，通过流量加物流的方式变成了
收益，也是一种经营。

“但一旦疫情过后，人们还是要
到现场旅游，毕竟旅游的本质还是空
间上的移动，讲究的是身临其境，所
以线上旅游最终是不能完全代替实地
旅游体验的。”刘思敏说。

人在家中坐 景从手机来
本报记者 刘圆圆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早晨
5点多，当很多人还沉睡在梦乡时，曹震已早早

“上岗”，开始讲解历史文化、分享签约产品……
忙碌了两三个小时后稍事休息，9点多，他的第
二场直播又如约而至。

每日播两场，一上午播五六个小时，已然成
了曹震的常态。这不禁让人忍不住慨叹，本以为
受疫情冲击，不少导游处于“待机”模式，没想
到，这位众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领队、第四
届全国导游大赛金奖得主甚至比以前还忙。在多
了“导游主播”这一标签后，他勤奋地上班“打
卡”。“不只是我，同行们都这么拼！”曹震笑着
解释道。

自从疫情暴发以来，身为导游的他们面前摆
着一道“必选题”：及时调整自身状态，在危中
求机、寻求转型。一向以“嘴皮子”著称的曹
震，瞅准短视频平台的机遇，立刻做出了改变，
及时掌握了“流量密码”。

“2020年7月21日，是我第一次直播。半个
月后，数据陡然上升。甚至有一次，直播间有4
万多人同时在线，大家一边互动，一边听我讲述
故宫的历史故事。那‘声势浩大’的一幕，真是
在线下做导游时难以想象的。我整个人像打了鸡
血一样，特别兴奋，直播过程中，讲话就没有停
过。”曹震现在提起仍难掩激动。接下来的两个
月，只要他上线，就会有两三万人涌入直播间。
一时间，他的粉丝数也直线上涨，目前已拥有
86万多粉丝。

“每天节奏忙碌，几乎是连轴转。一大早要
早起，从房山坐地铁到故宫后，就上线在直播间
内开讲。”手里拿着稳定器，对着镜头声情并茂
讲述着的曹震，时常成为游客镜头中的风景。

“直播结束后，我的另一份工作开始了。要
根据自己之前准备的文案脚本，拍摄短视频内
容。等故宫闭馆后，在回家的地铁里，我还会争
分夺秒地剪辑视频。”为了做好自媒体，这位

“85后”的年轻人学到了很多新技能。从文案撰
写到影像拍摄，再到视频剪辑，他一人可以全部
搞定。

“一期短视频，不是一天就能完成的，有时
需要跨越两三天，甚至三四天。”曹震说，比如
第一天用两到三小时查资料，第二天到场景内拍
视频，有时要拍多遍才能满意，再花时间进行一
些剪辑设计。现在，曹震的“技术活”已然驾轻
就熟，总体时长加起来，大概四五个小时就能出
一条内容。

直播日常，不仅让曹震的职业热情一直在
线，还在频繁的互动中，拉近了他和粉丝间的距
离，甚至还有了“一碗炸酱面”的故事。

“之前，有11位粉丝来北京玩了两三天，他
们来自内蒙古、上海、安徽、山西、天津等地，
和我相约。作为东道主，我请他们品尝了咱老北
京地道的炸酱面。”曹震笑着说，于是，这段温
馨的“交集”在直播间传播开来。今天在直播
间，还有粉丝线上“邀约”，他们约定好了，来
北京一定“补上”曹震专属牌的炸酱面。

现如今，由于北京疫情反复，曹震只能由室
外转战室内，在线的粉丝数也回落到了3位数。

“做主播以后，还是会比较关注这些数字变化。
面对这种不可控的因素，心里多少会有些落差，
但不会怨天尤人，也在努力平稳情绪。”曹震
说，这几日，他正在探索不同时段的人群递增变
化，摸索着新形势下的新规律。“这是一个挑战
自我的过程，只要开播，就要调整到最好的状
态，努力尽善尽美，让很多和我一样居家的朋友
们，依然可以在我的直播间里，感受到历史文化
的气息，让日子过得更为充实、健康、快乐。”
曹震说。

导游曹震：

当我成了“主播”
本报记者 徐金玉

本报讯 （记者 徐
金玉） 近日，中国旅游
集团旅行服务有限公司
（以 下 简 称 “ 中 旅 旅
行”） 依托文化遗址、
非遗体验项目等文化资
源，推出博物馆主题旅
游培训课程，开展形式
多样的主题活动，用传
统文化点亮美好旅程，
带领大家一同领略特色
文化之旅。

5 月 18 日，中旅旅
行在“中国旅游课程”
上线了“中国博物馆奇
妙之旅”主题课程。此
次课程推出了全新“云
游”线路，通过深挖北
京 、 敦 煌 、 西 安 、 洛
阳 、 郑 州 、 成 都 、 苏
州、上海等八座城市博
物馆资源，将故宫博物
院、中国国家博物馆、
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
非物质文化遗产馆、莫
高 窟 、 陕 西 历 史 博 物
馆 、 秦 始 皇 帝 陵 博 物
馆、河南博物院、三星
堆 博 物 馆 、 上 海 博 物
馆、苏州博物馆十座博
物馆的历史典藏、乐团
表演和科技体验项目融

会其中。虽遥隔万里，对中国博物馆感兴趣的
入境游客人仍然可以通过视频展示、VR观
展、虚拟体验等交互形式品味中华文化。

近来，为将文化资源与旅游产品有机融
合，中旅旅行重点围绕博物馆、非遗馆、旅游
景区丰富文旅产品供给，推出了“亲子骑游
——京剧寻根之旅”“二十四节气之——立夏
日红楼大观”等非遗文化体验产品和“孔子
曰-孔庙国子监之行”“北海-你所不知道的团
城”等亲子教育类产品。

据中旅旅行相关负责人介绍，未来，中旅
旅行将持续探索线上旅游新模式新路径，以

“创新传承”赋予传统文化时代生命力，为国
内外消费者打造“云游”新场景，进一步提振
行业发展信心，助力推动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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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用来炼钢、发电，冒着黑
烟的厂房在废弃多年后，摇身一变
成为博物馆，以一种全新的面貌重
回人们的视野。在位于宁波奉化江
畔的奉化博物馆内，观众李先生感
叹道：“人们在这里不仅可以探究
工业遗存变身现代化博物馆的奥
秘，还可以开启一段‘时光之
旅’，品读城市文化。”

5月18日，在武汉举行的“国
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开幕
式上，公布了“第十九届 （2021
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
品”名单，2020年正式开馆的奉
化博物馆从全国200多个参评项目
中脱颖而出上榜终评名单，成为本
次入选唯一的区县级博物馆。

“早就听说奉化博物馆外面的
广场很特别，钢筋、红砖、光影、
历史与现代相交错，一上午我拍了
近百张照片，收获满满……”摄影
爱好者陈晨表示，奉化博物馆是众
多摄影人不能错过的取景宝地，能
让观众品读当地的历史和文化。

奉化博物馆建筑主体为20世
纪80年代的奉化热电厂，是奉化
区文物保护点。2016年，当地政
府开始对其进行改造。博物馆主楼
由原热电厂发电车间改建，其他如
烟囱、堆煤场、沉淀池、冷凝塔、
滑道、输煤带，以及老厂房的柱梁
钢架结构和混凝土墙、耐火砖等部
件都保留原状，建筑本体就是最大
的展品。

此外，奉化博物馆园区还有3
个常设展厅和5个临时展厅。馆内
展示了奉化从新石器时代的河姆渡
文化到秦汉、唐宋、明清、民国等
各个时期的历史沿革、文化特色和
民俗风情，其中包括各种精美的瓷
器、玉器、书画，涵盖名人名师、
家族文化、宁波帮文化等。馆内有
文物珍宝藏品6万余件。其中，东
汉青釉绳索纹瓷罐和民国木雕船鼓
是国家一级文物。

作为奉化博物馆的基本陈列
展，“‘山海交响’奉化历史文明
展”以编年体史诗的形式，用文
物、文献、历史遗存的组合，构建

了一部奉化历史立体教科书，还历史
原貌，让文物说话，让历史发声，全
面再现奉化的演变历程。该展展览面
积有 2000 平方米，展线长约 318
米，展出文物1095件/套，让观众看
到宁波古代城市文明的脉络。

“通过体验学习，学生不仅了解
到奉化东汉熹平四年墓的发掘故事，
还知晓了散落在奉化各地的优秀石刻
作品，学习了小拓包的制作方法，见
证了宣纸变拓片的奇妙过程……”奉
化区江口小学的一位教师表示，博物
馆已经成为他们学校的第二课堂。依
托自身平台和资源，奉化博物馆以

“展教合一”的理念拓展了许多延伸
教育活动，自 2020 年 6 月开馆以
来，举办专题教育活动358场，取得
良好社会效果，先后被授予宁波市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宁波市中小学研学
实践基地、宁波市华侨文化交流基
地、宁波市海峡两岸青少年文化交流
基地等。

“工业遗产是人类文明和历史发
展的见证，热电厂荒废后，我们在系
统修缮和功能拓展的基础上，以工业
遗产保护与文化创意相结合的方式对
其改造，秉承建筑保护更新理念，
让历史与时代碰撞，这也赋予了博
物馆特有的历史厚度和生命气息。”
奉化博物馆馆长王玮介绍，按照展
陈要求，改造过程中最大限度地保
留并重现了建筑的原有风貌。在高
空垂挂的大煤斗下，创意设计观众
休息椅，打造博物馆网红打卡点。
弱化大面积的空调出风墙，打造城
市记忆空间，使参观展览无违和
感。长79.8米的输煤斜坡带也被改
造为观景台阶，为观众提供了超强
的工业展品参观体验。

“对于博物馆而言，老的工业遗
存就是活的展品。”王玮表示，如今
的奉化博物馆已化身为当地的新地
标，保留了奉城的工业历史记忆。

“我们致力于让过去和现在相融相
生，并服务于当代生活。希望愈来愈
多的人们来这里体验‘穿越之旅’，
聆听家乡历史人物的传奇故事，了解
古代传统礼仪，欣赏奉化先民生活器
具，品尝家乡独有的古代美食。”

让历史融入当代生活
——穿越时光隧道探访浙江奉化博物馆

本报记者 鲍蔓华 通讯员 严世君 林朝静

5 月 18日国际博物馆日，携
程上线“博物馆好有意思”活动。
从年轻人喜爱的博物馆藏品、趣味
型博物馆、待解锁的隐藏玩法、博
物馆云旅游四个方面入手，一改往
日博物馆“严肃”的形象，基于深
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丰富的文物宝
藏，打开年轻人潮玩博物馆的另一
种旅行方式。同时实现博物馆的文
化传播效果。

记者昨日从携程获悉，挖掘本
地博物馆文化资源已逐渐成为大众
青睐的一种出游方式。

日前，携程社区数据显示，
2022年 1-5月，携程国内最受欢
迎景区前十类排名中，博物馆展览
馆排在第四位，每10个从携程预
订景区门票的游客中，就有1个预
约了博物馆。刚刚过去的“五一”
小长假，文博游在本地旅游市场表
现亮眼。来自本地的博物展馆“五
一”门票预订较清明增长260%，
越来越多游客选择走进博物馆感受
文化魅力。

从文博游的用户年龄来看，主要
以“80后”“90后”为主，其中“80
后”占比达 42%，“90 后”占比
29%。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年轻人对
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感不断升级，以
博物馆为代表的文化类景点在年轻旅
行者中的热度与日俱增。数据显示，
上半年“Z世代”预订博物馆订单的
占比达到25%。而搜索博物馆的人群
中，“95后”占据了近30%的份额。

“文化体验已经成为旅游消费中
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和互联网一
同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他们对个性
化、体验感的需求，催生博物馆从技
术到服务不断迭代升级。越来越多博
物馆依托全新的技术，探索新方式增
加个性化、沉浸式的体验，活化历
史，拉近馆藏文物与人们生活的距
离。”携程集团首席执行官孙洁表
示，未来携程也将不遗余力加入到博
物馆创新产品的共创中来，发挥携程
的营销、社交和技术等优势，为年轻
人打造更多值得体验的文化旅游
产品。

携程多措并举发力青年文博旅行
本报记者 刘圆圆

旅 界达人

受新冠肺炎疫情
的影响，如今的景区
少 了 摩 肩 接 踵 的 游
客，却多了另一种身
影，他们拿着一部部
手机，带着无数网友
开启了“云旅游”。

5月19日，“中国
旅游日”到来之际，
文旅部开展“万名导
游带你云旅游”直播
推广活动，很多有影
响力的导游都在景区
现场开启了直播。

位于北京市大兴区魏善庄镇的爱情海玫瑰园，将“雾培”技术
引进到温室大棚内，多种蔬菜“扎根”空中，住上了“楼房”，成为
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游客在采摘中感受生态旅游的乐趣。

本报记者 齐波 摄

55月月1515日日，，肥西县柿树岗乡村民通过肥西县柿树岗乡村民通过““云上云上””直播表演当地传统非遗文化直播表演当地传统非遗文化
项目莲湘舞项目莲湘舞。。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