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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小时往返1300公里、“青春没有售价，硬座直
达拉萨”……曾经备受年轻人青睐的“特种兵”旅
游，是以尽可能少的时间和花销，打卡尽可能多的
景点。现如今，不少游客做出了与之相反的选择。

他们有的住进大理的小院，每天在古镇闲逛、
坐在田埂边吹风；有的在成都的老巷子里漫步，感
受地道的巴适生活……不考虑景点多少，不特意规
划行程，追求随心和无计划的慢旅游为何吸引人？

细细感受一座城市的魅力

“逛逛市民公园，沿着明代的城墙走一走，坐在
漓江边的咖啡馆和书店门口吹吹风，一切都太惬意
了。”最近，肖女士结束了一周的桂林之旅，“慢”是
她此行的关键词。

肖女士告诉记者，这趟旅途有很多难忘的时
刻，例如，在当地人指引下吃一碗美味的米粉，在雨
中乘竹筏欣赏青山绿水。“都是一些小事，但是很治
愈，这段旅程后感觉身上的‘班味儿’都少了许多。”

中国旅游研究院科研管理部负责人战冬梅接
受《工人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与走马观花式的快
节奏不同，慢旅游强调更加宽松自由的行程，游客
以适宜的速度寻求旅途的质量，而非目的地数量。

“慢旅游，还包括对一个地域进行较为深入的
了解，游客可以选择在一个目的地停留较长时间，
沉浸式参与当地活动，深入了解当地的文化和风
俗。”战冬梅说。

今年春节假期，家住北京的吴先生和妻子到西
安旅游，与大多数人不同，他们此行没有打卡著名地
标，“而是在西安城里走街串巷”。

吴先生认为，一个城市的特点和魅力藏在大街

小巷里，需要游客细细感受。“在西安的5天时间，我
们到沿街菜市场买菜、做饭，和当地人聊天，还学说
了西安话。”吴先生说，此行让他体验到了西安这座
城市独有的气质，感受到了千年古都的人间烟火气。

让身体和心灵松弛下来

“现在生活节奏快，平时工作压力也较大，假
期生活不踩刹车难道踩油门？”在桂林游玩的几天
里，肖女士和朋友远离人群，不计划、不打卡，“主
打一个随性而为”。肖女士说，选择慢节奏，是希望
让脚步慢下来，让思想和情绪也慢下来，放松身心。

让身体和心灵彻底松弛下来，是一些游客选择
慢旅游的直接原因。另外，战冬梅认为，不少游客
改变传统旅游观念，不再盲目追求景区景点数量，
转而追求旅途中的深度体验，也是慢旅游兴起的重
要原因。

吴先生旅行观念的转变是有原因的。他说，
旅行本是为了放松身心，但以前的很多次旅行，
回来后感觉比出发前更加疲惫，所以那些匆匆存
在相机里的景点打卡照，究竟是为了给自己留下
深刻体验，还是为了在社交媒体上炫耀？

“不追求参观了多少个景点，而是注重在旅途
中停留和探索新的地方，深入了解当地的历史文
化和生活方式。”吴先生表示，若只是匆匆至此一
游，是不能带来这种体验的。

此前，网上的一则短视频引发关注，上海某高
校学生唐同学历时6天5夜，花费数百元，从上海
出发，辗转数十次公交车，最终抵达北京。有网友
认为，这趟旅程又慢又挤还麻烦，唐同学却觉得很
值得，因为一趟辗转、缓慢的公交之旅，让他有机
会了解更多人的真实生活。

对地方旅游业提出更高要求

今年5月，山东潍坊的张女士到青岛旅游，她原
本只打算去崂山区北宅街道的大崂樱桃谷采摘樱
桃，没想到这趟行程给了她意外之喜。

“到了才发现，这里不仅有农家宴和民宿，附近
村子里还有能画画的咖啡馆，采完樱桃去画画、品咖
啡，晚上还能在露营地看星星。”张女士告诉记者，这
次出行带给她沉浸式的新体验，她现在更喜欢到周
边乡村畅享慢生活。

记者了解到，目前，一些景区越来越强调空间环
境品质，不断挖掘景点内涵，提供全方位的深度体
验，让远方的慢旅者更愿意留下来。

例如，在江西婺源，当地以旅游为主线，实行全
域规划、全域统筹，在发展度假休闲旅游中探索出独
具特色的“旅游+”模式。游客在这里既可游览茶园，
又可自摘自制茶叶，还有机会深入体验当地热闹的
民俗活动、独具特色的非遗项目，体会古徽州传统文
化的魅力。

战冬梅分析，我国旅游业的发展进程先后经历
了资源导向型、产品导向型，再到如今的市场导向
型。从游客需求角度出发，人们对慢旅游的向往符合
现代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方向，符合现代服务业战
略目标，也为景区规划提供了新思路。

“慢旅游的兴起，也对各地景区和相关部门提出
了新的要求。”战冬梅说，首先，景区的综合服务品质
要跟上。其次，慢旅游强调深度和沉浸式体验，景区
所在城市应尽力完善当地娱乐及接待设施，为慢旅
游发展提供基础条件。此外，也应积极关注游客在旅
游过程中遇到的服务问题，维护好一个城市的形象。

来源：工人日报

深入体验文化和风俗的慢旅游受欢迎

“刚进入6月，就能吃到1块钱左
右一斤的西瓜了！”继榴莲、荔枝、樱
桃后，西瓜也迎来了大降价，相关话
题冲上热搜，引发网友关注。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今年第
23 周，也就是 6 月 3 日至 6 月 9 日这
周，全国西瓜批发均价为3.63元/公
斤，环比跌13.8%，为连续8 周下跌。
相较于5月初5.6元至5.7元/公斤的
批发均价，降价超三成。

同期，农业农村部重点监测的富
士苹果、鸭梨、香蕉、巨峰葡萄、西瓜
和菠萝等6种果品第23周批发市场
均价为每公斤7.36元，环比跌0.1%，
同比降10.4%。

农业农村部农产品市场分析预警团队水果首席分析师、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研究员
赵俊晔认为，近期西瓜价格下跌主要还是季节性因素导致的，其他几种水果供求比较平稳，价格波动
不大。西瓜的市场供求和价格变化季节性突出，一般都是2、3月价格最高，7至9月最低。春夏之交西
瓜大量上市，价格快速下滑。

与2023年相比，今年的西瓜价格呈现出入夏后价格下跌快的特点。2023年，西瓜价格从每公斤6
元降至3.27元，用时11周，而2024年西瓜价格从每公斤6元降至3.63元，用时8周，价格下跌快。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赵俊晔认为，今年各地入夏偏早，气温高，露地种植的西瓜提前成熟，
增产幅度大，导致阶段性供给显著增加。如5至6月山东、江苏、河南等主产区露地西瓜集中上市，供
应量整体较大。

另外，今年水果供给相对充足，品类也比较丰富，消费者的选择多。一方面，苹果、梨等冷库存贮
水果清库销售，另一方面樱桃、菠萝、油桃、杏、李等时令水果陆续上市。水果进口的增加也加大了水
果供给。

中国果品流通协会秘书长陈磊介绍，去年协会大多数会员企业业务量出现下降，今年以来整个水
果消费市场仍处于恢复期，加上今年部分品种水果供应量增长，价格降幅较大。

“如榴莲，除了泰国，现在也从越南、菲律宾进口，进口量增加导致榴莲价格一路走低；此外，樱桃、
草莓、蓝莓等水果价格同比也有较大降幅，从这一点来说，对消费者是很大利好，可以选择多种水果来
消费。”陈磊说。

记者了解到，目前许多主产区的地方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西瓜等水果的产销对接活动，向销地批发
市场、商超等进行产品推介，帮助果农销售。

后期价格走势如何？
“6至8月是水果价格季节性下滑的阶段，特别是西瓜。6月之后西北产区西甜瓜上市，市场供给

继续增大，另外桃、李等其他时令性水果大量上市，西瓜价格预计会持续下跌。”赵俊晔说。
来源：新华网

时令水果上市，价格走势如何？
国货“潮品”正迅速崛起，成为推动消费增长的新动

力。专家分析，这一潮流不仅在网络平台大受欢迎，线
下市场也持续火热，众多行业因此焕发出新的活力。

国货“潮品”的兴起与近年来消费者对传统文化的
关注度不断提升密切相关。随着民族文化认同感的持
续升温，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关注并喜爱具有传统文
化元素的商品。从“龙年拜年服”到“马面裙套装”，再到

“改良汉服”，这些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服饰，在
各大电商平台上热销不断，成为新的消费热点。

据多个电商平台数据显示，今年1月以来，汉服搜
索量暴涨，其中马面裙更是成为汉服品类下热度最高的
单品。不少热销单品的销售额超过百万元，显示出消费
者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对国货“潮品”的追捧。

同时，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53次《中国
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也指出，国货“潮品”等新
消费增长点正在不断形成。近半年来，在网上购买过国
货“潮品”的用户占比高达58.3%，购买过全新品类、品
牌首发等商品的用户占比也达到19.7%。这一数据充
分证明了国货“潮品”在市场上的强大吸引力和广泛认
可度。

除了服饰领域，国风写真、中药奶茶、养生泡菜、中
式文创等多个领域也在“国潮”赛道上涌现出活力。这
些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产品和服务，不仅满足了
消费者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也推动了相关产业的创新发
展。美团、大众点评等平台的数据也显示，一月以来，平
台上“新中式”关键词的搜索量同比增幅超过十倍。其
中，20岁-35岁的年轻人是搜索主力军，女性用户占比
近七成。这一数据进一步印证了国货“潮品”在年轻消
费者中的广泛影响力和市场潜力。

国货“潮品”的兴起，不仅推动了消费市场的繁荣，
也促进了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越来越多的企业和
品牌开始注重将传统文化元素融入产品中，通过创新和
设计，让传统文化焕发出新的光彩。相信国货“潮品”将
继续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成为推动消费增长的重要力
量。同时，这也将带动更多行业的创新发展，为经济的
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来源：中国商报

国货“潮品”
点燃消费新引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