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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得更远，玩得更久
今年“五一”假期，游客走得更远。马蜂窝旅游

大数据显示，长线及出境游需求加速释放，订单占
比超过85%。飞猪数据显示，从订单占比来看，时
间长、体验项目多的中长线游订单占比已突破九
成。

当然，也有一些消费者为避开出游人群高峰，
选择以本地游、露营野餐等方式欢度假期。苏宁易
购数据显示，该平台露营装备销量同比提升123%。

机票酒店方面，去哪儿数据显示，纵使机票价
格较疫情前增长三成以上，国内热门城市机票预订
量仍超过疫情前五成；热门城市酒店预订量超疫情
前1.9倍，连住天数增长20%，住得更久。

从出游天数来看，途牛数据显示，更多用户选
择用度假的方式来“填充”整个假期。其中，四五天
行程的出游人数占比为 38%；其次是两三天的行
程，出游人数占比为33%。

旅游目的地方面，飞猪数据显示，北京、上海、
杭州、成都、广州、西安、重庆、深圳、武汉、南京等是

“五一”最热门目的地。
出境游方面，同程旅行数据显示，今年“五一”

假期，该平台国际酒店预订量已经超过 2019 年同
期，国际机票预订量也恢复至2019年同期水平。

特色旅游标签激发消费潜力
烧烤、演唱会、冰箱贴、书本、熊猫、螺蛳粉……

形形色色的旅游标签，在今年“五一”假期成为激发
旅游城市消费潜力的关键。

今年“五一”假期，最火的莫过于烧烤了。凭烧
烤“出圈”的淄博不仅是近期热搜榜的常客，还在国
内掀起一阵“烧烤热”。除了“一串难求”的淄博，同
样以烧烤闻名的西昌、锦州、贵阳、徐州也登上“五
一”假期热门“烧烤目的地”前五。

木鸟民宿数据显示，北京、成都、长沙、南京、上
海、武汉等地演唱会附近民宿预订火爆。

此外，亲子出行热度持续暴涨。今年“五一”假
期，“跟着书本去旅行”成为亲子游新风潮。马蜂窝
数据显示，故宫、泰山、西湖、八达岭长城、颐和园、
寒山寺、黄山、圆明园、天安门广场、漓江位列热门

“课本旅游”景区前十。
还有不少年轻游客“跟着冰箱贴打卡”。在“五

一”假期，喜茶与广州市、江门市、洛阳市、三亚市、
成都市锦江区、长沙市芙蓉区、杭州市上城区、宁波
市海曙区、南京市秦淮区、西安曲江新区、厦门市思
明区的文旅相关部门达成合作，以当地特色文旅资
源为灵感，联合推出11款“城市文旅”限定冰箱贴，
并在各地的指定景区和喜茶门店发放，吸引了更多

游客到相关景区游览打卡。
在宁波天一阁、梁祝纪念馆、广州永庆坊、成都

东门码头等景点，都可以看到领取冰箱贴的游客身
影。得益于各地火爆的旅游市场和独具地方文旅
特色的设计，这些冰箱贴开始领取后就秒光。

讲诚信、重服务赢得游客青睐
吴若山表示，“五一”旅游市场交上一份亮眼成

绩单的背后呈现出三大特点：一是新兴旅游目的地
迎来崛起契机，一些注重品牌营销和差异化竞争的
目的地跃升为游客打卡地。二是沉浸式旅游、体验
式旅游、研学旅行等创新产品成为旅游消费热点；
三是线上平台导流效应明显。

展望“五一”后，吴若山认为，要保持旅游
消费长期向好的势头，各地必须继续加大业态创
新供给，实施更为精准的品牌营销和个性的旅游
品牌塑造，持续升级服务水准，如此才能使旅游
释放更多活力，更好实现旅游消费对经济增长的
促进作用。

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副院长郭乐春指出，淄
博烧烤等特色旅游产品的火爆有效带动当地乃至
全省综合消费恢复，也为各地旅游业树起标杆——
讲诚信、重服务，就能得到游客的青睐。

来源：工人日报

“人从众”再现！
“五一”旅游市场强势复苏

3日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记者综合多家在线
旅游平台的数据发现，今年“五一”假期，长线及出境
游需求加速释放，热门城市酒店、机票预订量大大超
过疫情前。

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五一”假期
全国国内旅游出游合计 2.74 亿人次，同比增长
70.83%，按可比口径恢复至2019年同期的119.09%。

中国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新时代文
旅研究院院长吴若山指出，此次“五一”假期全国旅游
需求井喷，“人从众”现象处处可见，交出了一份优秀
的成绩单，显示我国旅游市场拥有极强的发展韧性和
蓬勃的活力。

打造品牌，成就合肥美食名片
麻辣、蒜泥、红烧、清蒸……合肥人对小龙虾的

喜爱可谓情根深种，红彤彤且冒着热气的“小龙虾”
总是被摆上最显眼的位置，既是各家饭店的招牌，也
是饕餮食客们奔赴的美食之约。

目前，合肥城区已建成宁国路、罍街等7条特色
小龙虾街区，小龙虾经营店1000余家，小龙虾已然
成为合肥的美食名片。

早在2002年，合肥开始举办“中国·合肥龙虾
节”，着力打造“合肥龙虾”区域公共品牌及龙虾
节庆文化。同时，该市依托小龙虾特色餐饮市场，
鼓励和引导生产基地与餐饮企业终端对接，打造一
二三产业深度融合的全产业链虾稻产业发展共同
体。

虾稻共作，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日前，走进位于巢湖市烔炀镇的国家级稻渔综

合种养示范区，巢湖市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总
经理葛瑞海和女儿正在操作农业无人机为小龙虾投
喂饲料。“我们2016年开始小规模做小龙虾苗种繁
育工作，到现在稻虾共养水域面积已经达到了1100
亩。”葛瑞海介绍，今年的小龙虾从4月底开始售卖，

预计一季可以销售20余万斤，产值约300万元。
近年来，合肥市坚持以农民增收为核心，以示范

基地建设为基础，通过发展大型企业或专业合作社，
以“龙头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的现代农业经营
模式，着力推进虾稻产业高质量发展。2022年，全市
虾稻综合种养面积达到 111.77 万亩，新增 10.67 万
亩，小龙虾年总产量11.72万吨，新创建1个国家级
虾稻综合示范区，累计创建7个国家级虾稻综合示
范区。

“去年我们的营业额近亿元，超50%产品出口国
外市场。其中，冷冻小龙虾仁和虾尾销售达七百余
万美元。从国内市场来说，冷链供应以长三角地区
为主、覆盖全国，新开发的小龙虾预制菜销售额达四
百余万元。”

2021年以来，合肥市以打造小龙虾产业集群为
契机，支持本地小龙虾及虾稻米加工企业扩大产
能，提升虾黄、甲壳素等产品深加工水平。目前已
有规模小龙虾加工企业7家，2021年小龙虾加工量
4.3万吨、产值8.5亿元。此外，实施“走出去”战
略，依托现有销售渠道，进一步鼓励加工企业拓展
海外市场。

安徽合肥：

小龙虾跃出农门闯世界

新华网合肥 5 月 4 日电（宋卫义 周雨濛 孙皞乾）夜幕降临，合肥的大街小巷开始喧闹起
来，浓浓烟火气中，“吃龙虾，喝啤酒，谈生意，交朋友”成为这座城市独特的夜市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