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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正是春茶上市时节，一种沉

浸式“春茶游”逐渐受到游客青睐。一

方面，春季茶园风光独特，游客可感受

万物复苏的生机；另一方面，采茶、制

茶、品茶等环节让游客深入了解茶文化

的历史与技艺，可满足精神文化需求。

自然与人文的双重体验让以茶为

媒的新旅游形式激发出了农文旅相融

合的发展新活力。

“茶文旅”融合潜力可观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对个性

化、深度体验旅游产品的需求愈发强烈，

“茶文旅”融合的市场潜力可观。

携程平台上，目前，浙江安吉、四川

蒙顶山、安徽黄山等地的茶旅产品吸引

了大量游客。该平台相关负责人表示，

这类茶旅产品不仅覆盖传统茶产区，还

通过“茶+非遗”“茶+亲子”“茶+户外”

等创新形式延伸消费场景，充分体现了

市场对茶文化深度体验的旺盛需求。

携程本身也在持续挖掘茶文化内

涵，推动“茶文旅”成为差异化竞争的新

赛道。目前该平台上的春茶游产品主

要覆盖茶园观光与研学、制茶体验、茶

文化主题活动等体验形式，例如名茶产

区的一日游；茶道表演、茶宴餐饮、茶山

民宿等“茶+”场景；“茶山徒步+摄影”

“茶园瑜伽”等项目。

途牛旅游网也表示，春茶游作为春

季限定的赏春活动，吸引着越来越多的

消费者。目前途牛旅游网的春茶游主

要在春季踏青线路或自由行套餐里增

加春季采茶或挖笋的体验。例如途牛

推出的“福建武夷山-九曲溪3日游”跟

团游产品，就是包含“采茶制茶+国风

汉服体验+品茗”的深度体验，浙江安

吉及杭州的酒店连住套餐包含采春茶

或挖笋体验。

闻旅创始人兼 CEO 周海涛表示，

作为与中国传统茶文化相结合的主题

游，“茶文旅”具备十分广阔的发展前

景，已经从小众爱好变为了大众休闲旅

游的一项重要体验。游客对于茶主题

旅游的需求也从单一观光转向深度参

与，如采茶、制茶、茶艺学习等互动项目

成为核心卖点。茶主题还能成为茶产

地发展特色旅游的重要依托，作为吸引

游客的流量入口，发展完整的观光体验

与销售结合的产业链，深度融合吃住游

购娱等要素挖掘细分业态等，市场空间

巨大。

“春茶游是时令体验，是与大自然

亲密接触、沉浸式感受自然体验、放松

身心的绝佳机会。特别是对于爱茶

的人，春茶游不仅能够满足愉悦身心

的旅游目的，还能在行程中品好茶、

买好茶，体验有关采茶、制茶的非遗

技艺等等，都是吸引游客的地方。特

别是随着茶文化逐步年轻化，有关茶

主题的体验也变得越来越创新、多

元，比如茶艺研学、茶主题住宿、茶园中

的汉服旅拍、茶山音乐会等等，都让茶

文化体验变得更加有趣、深度和生动。”

周海涛说。

仍有改善和挖掘空间

从用户画像来看，有数据显示，

18-30岁的年轻消费群体占整体消费

群体的30%，他们更注重生活品质和个

人健康，对新茶饮、茶饮料或包装时尚

的茶叶品牌感兴趣；年龄段在31-50岁

的人群是茶消费的主流消费群体，占比

为45%，他们对茶叶的品质和口感有更

高要求，倾向于购买高品质的名优茶。

51岁以上的中老年群体，他们都是“老

茶客”，对茶文化的底蕴更了解，多选择

传统饮茶方式，更偏爱对身体有益、口

感平和的茶类产品。

以茶为媒的新旅游产品，虽然潜力巨

大，但可以改善和挖掘的地方还有很多。

周海涛建议，茶主题旅游产品的设

计可以更精细化一些，针对不同年龄层

的客群，可以设计更符合他们需求的体

验产品，目前而言，虽然茶主题旅游的

体验项目在走向丰富多元，但地域特色

以及创新体验还是不足，存在一定的同

质化。其实有很多可以尝试的方向，比

如可以多与年轻品牌做联名跨界活动，

联合新茶饮品牌推出联名茶旅套餐，吸

引年轻流量等。

携程相关负责人也表示，产品设计

方面，需强化“分层运营”策略，针对年

轻客群可增加露营茶会、茶主题剧本杀

等新业态；针对中老年群体开发“茶修

课程+非遗传承”深度线路。同时，要

丰富产品内容，尝试跨业态联动。与酒

店、餐饮、非遗手工艺等合作，除了常规

采摘、制茶、品茶，还可引入茶疗养生体

验、茶美食制作等项目，打造“茶文

化+”生态圈，延长消费链条。

此外，该负责人还表示，科技赋能

方面也有可以挖掘的内容，比如，通过

虚拟体验增强现实感，在“定制茶园游”

中嵌入AR技术，游客扫描茶树即可查

看生长周期、制茶工艺等知识；通过

APP实现“线上认养茶树—线下采摘兑

换”一体化服务，并利用区块链技术为

茶礼盒提供溯源认证；在茶园徒步线路

中接入智能语音导览，自动讲解茶文化

典故等。

从采访中，本报也了解到，目前春

茶游的痛点在于，一是季节性限制，春

茶游热度集中在 3-5月，需通过“四季

茶旅”设计（如夏季茶山避暑、秋季茶宴

品鉴）延长生命周期；二是区域发展不

均衡：非知名茶产区的交通、导览服务

等配套仍需完善。

本报讯 近日，在“中国旅游研

究院年度标志性成果发布会”上，

《中国旅游景区度假区发展报告

（2024-2025）》（以下简称《报告》）正

式对外发布。《报告》显示，截至目

前，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数量已达 85
家，加上 600 多家省级旅游度假区

和重点旅游城市的度假项目，以及

粤港澳、长三角、京津冀、川渝、关

中、中原、长江中游城市群的环城、

环湖、环山度假带，基本满足了广

大居民不同类型、不同层次和不同

时长的度假需求。

《报告》称，2024年是文化和旅

游市场快速恢复发展的巩固期、强

化期，受政策、供给、宣传等多种利

好因素影响，城乡居民出游意愿高

涨，旅游市场活力迸发，假日消费

持续升温，文旅融合蓬勃发展，服

务供给提质升级。2025 年旅游经

济总体预期更为乐观，旅游业高质

量发展行稳致远。

《报告》显示，在旅游度假区投

资建设方面，投融资规模持续扩

容，但投资更加理性，旅游景区度

假区投资倾向“精而美”；投资对象

不够广泛，资本更多流向头部优质资源；投资向

“交通食宿、特色文旅项目、旅游信息化”集中。

此外，更加注重旅游景区度假区的文化内

涵建设，通过旅游演艺、情景表演、游戏互动、沉

浸式体验等方式，增强游客的认同感和记忆点；

注重产品的细节和人性化设计，强调营造舒适、

便捷、安全的度假环境，开发高品质的旅游产品

和服务，以满足游客多样化、个性化、品质化需

求。

同时，区域布局得到了进一步优化。除了

热门旅游城市和地区资源，一些具有特色资源

但尚未充分开发的区域将受到更多关注，以实

现旅游市场的均衡发展。投资倾向于具有交通

便利性、基础设施完善的地区，以保障景区度假

区的可达性和吸引力。

《报告》显示，合作与协同发展成为趋势。

旅游景区和度假区之间合作加强，通过资源共

享、优势互补，共同打造具有竞争力的旅游度假

区项目；重视与当地政府、社区等密切合作，充

分考虑当地利益，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实现多赢

局面。

近年来，景区度假区提升夜间经济活力。

旅游景区和度假区正在导入更多的夜间休闲项

目，博物馆、美术馆、电影院、戏剧场等公共文化

空间延长闭馆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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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强调，冰雪经济产业链正在持续延

伸，冰雪旅游生态圈不断拓展。根据中国旅游研

究院冰雪旅游课题组的调查，冰雪旅游已经成为

城乡居民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冰雪旅游形

成了“南展西扩东进”发展新格局，推动“冷资源”

成为“热经济”，成为扩内需、促消费的重点领

域。调查发现，我国已经形成15个大类冰雪装备

器材产品体系，涵盖了从竞技竞赛到旅游休闲项

目的场地建设、造雪制冰设备、配套器材、个人装

备的研发制造和维修保养的全产业链。

在上市公司方面，投资模式上由“文旅+”向

“+文旅”转变，加强与其他产业的融合。例如“农

业+文旅”“体育+文旅”等，创造更多新的消费场

景和业态。未来，上市公司将会更加注重轻资产

运营模式，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效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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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位于重庆市垫江县境

内的恺之峰旅游区迎来牡丹盛

放期。花海与青山相映成趣，勾

勒出美妙春景，吸引众多游客前

来观赏、游览。

重庆市垫江县依托县内的

牡丹花产业，做好“花文章”，带

活“花经济”。目前，垫江本地培

育和外地引进牡丹共 256 个品

种，全县种植牡丹 2万余亩。同

时，当地以牡丹为媒，通过举办

垫江牡丹文化节等活动，走出一

条别具特色的文旅融合高质量

发展之路。

图为游客在重庆市垫江县

恺之峰旅游区游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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