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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筑特色休闲湾区
广东全方位持续发力
人文休闲旅游成粤港澳大湾区发展重要引擎

□文/吴珊

节假日“一房难求”的广东民宿，到博物馆、
图书馆“打卡”的外地游客，世界级的旅游度假
区，灯火通明的“夜游生活”，时髦的大湾区文化
遗产游径……当下， 人文休闲旅游正在成为粤
港澳大湾区发展的重要引擎。

共建人文湾区、构筑休闲湾区、塑造健康湾
区，践行《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
称《规划纲要》），广东正在为“建设大湾区世界
级旅游目的地”目标而全方位持续发力！

数据显示，刚刚过去的国庆黄金周，广东文
旅市场再创佳绩。 全省共接待游客 5507.7 万
人次，同比增长 9.1%；收入 464.9 亿元，同比
增长 13.3%。 其中，全省纳入统计的 100 家重
点景区， 接待游客 1132.2 万人次， 同比增长
3.1%；纳入统计的 14 段古驿道重点区域，接待
游客 299.6 万人次，同比增长 6.4%。

“文化和
旅游是粤港澳
大湾区建设的
重要内容和载
体。 《规划纲
要》 对新时代
粤港澳文化旅
游交流合作提
出 了 明 确 要
求， 为大湾区
文化旅游发展
提供了巨大机

遇，对广东省文化和旅游系统是巨
大的鼓舞。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
党组书记、厅长汪一洋说。

据了解，休闲是指在非劳动及
非工作时间内以各种“玩”的方式
求得身心的调节与放松，达到生命
保健、体能恢复、身心愉悦目的的
一种业余生活。构筑休闲湾区是以
旅游业、娱乐业等服务业为龙头形
成产业系统，大力发展公园、博物
馆、体育、影视、交通、景区度假区、
餐饮、娱乐、购物以及由此连带的
产业集聚。

记者走访了解到，在消费升级
大趋势下，国人旅游模式也从“打
卡式”观光游逐步向“体验式”深度
游过渡， 这与休闲内涵不谋而合。
而主打文旅融合为主题的“大湾区
文化遗产游径”的推出，则让这一
趋势越发火热。

三年打造 9条游径
据了解，今年 5 月，广东省文

化和旅游厅会同省自然资源厅、省
住房城乡建设厅联合向各地市印
发了《粤港澳大湾区文化遗产游径
建设工作方案》（以下简称 《方
案》），今年年内将打造 4 条文化遗
产游径，三年内共打造 9 条游径。

依据《方案》，今年年底前，将
建成“孙中山文化遗产游径”“海上
丝绸之路文化遗产游径”“华侨华
人文化遗产游径”和“古驿道文化
遗产游径”；2021 年年底前， 建成
“近代商埠开放文化遗产游径”“近
代西学东渐文化遗产游径”“海防
史迹文化遗产游径”“非物质文化
遗产游径（美食、民俗）”“历史文化
街区游径”等重点线路。

《方案》还明确了游径落地的
路径，即推动粤港澳三地联合推出
文化、旅游、体育、游学研学活动，
推动粤港澳互通互借互展的博物
馆文物古迹展览，推动粤港澳三地

旅行社推出粤港澳大湾区文化遗
产游径旅游线路。

游径线路魅力凸显
近日，记者前往广州、江门、

中山、珠海等地走访了解到，多条
游径线路已在发挥积极效应，尤
其为自由行游客提供了很好的线
路指引。比如，在探访华侨华人文
化遗产游径时， 记者在开平碉楼
文化旅游区巧遇了珠海来的一家
人，他们表示，此行目的正是“带孩
子来学习”。

据了解，在华侨华人文化遗产
游径上就有多处珍贵资源，比如开
平的碉楼、 台山的浮月村洋楼、广
州的新河浦历史文化街区等。 其
中，保存最完好、最具观赏性的当
属开平的碉楼群。广东省旅游发展
研究中心主任李国平表示，研学是
这类游径产品可重点打造的方向
之一。 还有专家称，随着研学热的
兴起，文化遗产游径颠覆了过去在
固定场所参观游览的形态，可形成

“流动的博物馆”。
再比如，在探访古驿道文化遗

产游径时，记者特地前往了“岐澳
古道”。 据记载， 岐澳古道全长约
70 公里， 曾经是古代从石岐经五
桂山、三乡、珠海到澳门的一条官
道，也是商贩和民间百姓往来于香
山和澳门之间进行物资交流的主
要商道， 沿线分布着孙中山故居、
詹园、黄氏宗祠等具有深厚文化内
涵的景点。 据当地村民介绍，岐澳
古道是去年国庆节前夕对市民重
新开放，吸引了健身爱好者、历史
寻踪者和旅游者蜂拥而至，停车位
甚至一位难求。

孙中山故居游客量的激增则
显示了“孙中山文化遗产游径”的
魅力。 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首
日， 孙中山故居游客接待量达
35566 人次， 比去年同期上升了
76.7%。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古建筑
保护中心副主任曹勇表示， 通过有
效串联价值突出、 保存较好的孙中
山史迹点形成孙中山文化遗产游憩
通道， 并联通沿线重要的文化和自
然资源景观， 深入挖掘史迹点所蕴
含的历史文化信息， 可以带动深度
体验的旅游活动， 让游客通过史迹
点感知孙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博
大情怀， 同时让游客深入了解史迹
点所处城市的历史文化脉络。

看 惯 了
都市繁华，总
想到美丽乡
村去感受大
自然的馈赠！
借乡村旅游
发展的东风，
大湾区民宿
业发展迎来
了新契机，同
时也为休闲
湾区的打造

提供了有力支持。
让旅行更慢一点、更休闲一

点，日渐火爆的广东民宿，一次
又一次刷新了纪录。

数说广东民宿
广东是旅游大省， 更是乡村

旅游大省。根据广东省文旅部门发
布的《广东乡村旅游大数据分析报
告》显示，2018 年上半年，全省接
待乡村游游客超 3亿人次，占全省
接待游客人数的一半以上。

另据广东省旅游协会发布
的 《2019 广东民宿发展白皮
书》，截至 2018 年底，广东已经
有 18441 家民宿，数量位居全国

第一。 此外，广东民宿业还有多
个全国第一:《广东省民宿管理
暂行办法》是全国第一个省级民
宿管理办法；深圳市的大鹏新区
民宿协会是全国第一个区级民
宿协会；广东还是拥有民宿集群
最多的省份———深圳大鹏半岛
民宿群、 仁化丹霞山民宿群、增
城“万家旅舍”民宿群、从化米埗
民宿群、清远“清新人家”民宿
群、惠州罗浮山、南昆山民宿群；
广东南华工商职业学院文化旅
游学院文创民宿班是全国高校
第一个文创旅游民宿专业；《深
圳市大鹏新区民宿发展白皮书
（2015）》全国第一份地方民宿发
展白皮书；广东还有全国第一个
专业民宿研究独立法人机构
……

紧邻景区连片发展
广东民宿发展生机勃勃！ 据

今年国庆黄金周广东文旅部门
提供的数据，多地民宿入住率爆
表。 以广州为例，国庆黄金周纳
入监测的 17 家增城、 从化农家
乐及民宿国庆假日期间预订率
达 89.45%，接近九成。仅 10 月 3

日当天，增城、从化区内多家精
品民宿国庆假日期间一房难求，
多数民宿、农家乐均爆满。

值得关注的是，广东民宿发
展紧邻景区连片发展趋势显著。
比如，在肇庆星湖边上的岩前村，
临湖的民房全部改造成了民宿、
酒吧和各式商店。 映衬在星湖的
美景下， 小村落里传出艺人的说
唱音乐，带给游客别样的体验。

据村民介绍，近几年不少投
资人来到这里开民宿，一些民宿

还成了网红店， 以涟岸湖居为
例，周末常常一房难求，房价卖
出千元也不足为奇。

粤北丹霞山脚下的瑶塘新
村也是广东乡村旅游发展的典
型。 据了解，全村 44 户人家均办
起了民宿，其中过半数是村民自
主经营。 当地村干部称，除了政
府投入，农信社还向村民提供信
用贷款，最高可以贷 20 万元。 由
于政府牵头、村干部带头，村民
的干劲也越发足起来。

楼宇为屏，
灯光为墨，科技
为笔。 刚刚过去
的国庆黄金周，
粤港澳大湾区
多个城市上演
灯光秀，着实让

“夜游经济”火
了一把。 有机构
曾算过一笔账：
日间的城市以

生产性活动为主， 夜间的城市以
消费性活动为主， 假设一个常住
及流动人口 500 万的中等城市，
每天 10％的人进行夜游消费，人
均夜间消费保守估计 20 元，每
晚消费额就可达 1000 万元，一
年收入可达 36.5 亿元。

据了解， 大湾区内多个城市
已着眼于夜游经济并出台相关政
策，通过拉长娱乐游玩时间，释放
消费新动能， 同时让市民游客体
验到更浓郁的休闲的味道。

越夜越精彩
以国庆灯光秀为例，在广州，

24 栋沿江建筑变成灯光幕墙，上
演着一幕幕闪亮炫幻的灯光秀，
打造了一条“珠江灯光画卷”，给
市民游客都留下难忘印象； 在深
圳， 福田中心区附近的多栋高楼
外立面秒变红色海洋， 不少在场
的市民跟着背景音乐轻声合唱，
气氛热烈。 灯光秀所带来的示范
效应， 恰恰为市民游客营造了休
闲环境，提供了休闲服务。

除灯光秀外， 夜游形式还可
以多种多样。 广州市文化广电旅
游局公布的数据， 据珠江游船企
业直报数显示，10 月 1 日至 5
日， 珠江夜游共接待游客 14.24
万人次，同比增长 19.33%，经营
收入 1210.09 万元， 同比增长
32.03%。

除了珠江夜游大发异彩之

外， 广州长隆大马戏是目前世界
上演出场地最大、 参加演出的演
员国籍最多、 马戏节目种类配套
最丰富的场馆艺术杰作，也是广州
夜间旅游的重要项目。 国庆期间，
广州长隆大马戏每晚上演两场世
界顶级马戏盛宴，长隆水上乐园晚
上开放至 21:00，吸引大量市民游
客前往。 假期前五天，两园共接待
夜间游客 8万余人次，实现营业收
入近 3000万元。

记者还了解到，多地对于夜游
经济支持力度较大。 比如，深圳市
发布了《深圳市景观照明提升行动
计划》，景观照明提升以“三轴·四
核·五湾·六点”的一体化空间景观
结构为主线和框架，其中重中之重
打造“一线两点”夜间景观。

吃喝玩乐夜生活
看完灯光秀去干啥？ 当然少

不了逛博物馆、 看电影或者大吃
一顿。在夜游经济的拉动下，各种
夜游风潮正在大湾区内兴起。

据了解， 夜逛博物馆正成为
一股新风尚。其中，以广州最为领
先。 从今年 8 月 1 日起，在每周
五至周日以及逢重要时间节点、
重大传统节日期间， 广州市属 8
家博物馆延长开放至 21:00；另
外 3 家博物馆、纪念馆，除闭馆日
外，每天延长开放至 18:30；同步
推出 6 条“夜游广州”精品旅游线
路。广州的先行做法，还带动了省
内外多个城市的博物馆跟进夜间
开放。

电影方面， 今年 7 月发布的
《阿里巴巴“夜经济”报告》显示，
广州是夜间观影最活跃的城市；
演出方面，从 10 月、11 月的演出
排期来看，广州大剧院、星海音乐
厅和广东艺术剧院夜间演出总数

预计有 90 场。
美团平台发布的《2019 年国

庆假期我国旅游消费分析报告》
显示， 从该平台吃喝玩乐游等各
品类夜间消费订单量增幅看，广
州市夜间消费同比增长 12.5%，
在一线城市中位列榜首。 深圳市
同比增长 6.9%、北京市和上海市
均同比增长 3.8%。

深圳的夜晚也格外火热。 据
了解，凌晨 2 点，深圳不少食街繁
华如昼。一些“网红”餐饮店，凌晨
还有人在排号等位， 商家前台电
脑不时传来线上夜宵订单的提
醒。在深圳，人们可以找到来自全
国各地的美食。 深圳整体夜宵市
场规模庞大， 总店数超过 4.3 万
家， 预估直接从业人员超过 10
万人。美团外卖数据显示，今年上
半年深圳夜间（21:00-次日 4:00）
外卖订单量同比上升超过 50%。
在夜宵外卖订单数上半年城市排
名中，深圳位列第一。深圳一市民
上半年共下了 563 单夜宵外卖，
问鼎深圳夜宵“单王”。

佛山也在持续发力！据了解，
从 11 月 2 日起， 佛山市图书馆
将推出一项新的便民惠民举
措———“少儿阅读乐园” 夜间开
放。 随着近年来佛山市内图书馆
夜间开放区域的增多、 书店夜间
营业时间的延长乃至 24 小时不
打烊书吧的出现、 佛山大剧院的
投用、电影院的不断增加，佛山的

“夜间文化”供给越来越丰富。
数据显示， 除佛山市图书馆

外， 散布在佛山市内各个角落的
300 多个联合图书馆（包括智能
图书馆），也是佛山“夜间文化”的
重要支撑力量。目前，佛山市联合
图书馆成员馆数量已发展至 332
家，其中 80%的成员馆都提供夜
间开放服务。

根据《纲要》， 在打造人文湾
区、休闲产品时，要努力创造精品。
记者走访了解到，在粤港澳大湾区
已有多处世界级主题乐园，还有众
多大项目计划“落子”于此，比如珠
海宋城演艺度假区等。 除主题公
园外，大湾区内还有多处免费主题
公园，每年接待大批海内外到访游
客。 从城市观光到海滨休闲，再到
温泉休闲、康体休闲、乡村休闲等，
各色创意人文休闲旅游产品已在
大湾区内遍地开花。

今年 10 月在广州举行的长
隆国际旅游发展论坛上，联合国世
界旅游组织（UNWTO）秘书长祖
拉布·波洛利卡什维利表示， 全球
与中国的旅游市场不断增长，比如
粤港澳大湾区早在 2016 年接待
海内外游客已超过 4 亿人次，目
前这一数字仍在增长。 数据还显
示，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旅游业增
长最快的地区。

世界级主题公园
来粤港澳大湾区旅游，必到长

隆旅游度假区打卡。 据旅游平台
统计，广州长隆和珠海长隆已成为
最受游客喜爱的主题公园之一。
仅珠海长隆就包揽了五项吉尼斯
世界纪录———最大的水族馆、最大
的水族箱、最大的亚克力板、最大
的水族馆展示窗。 广州长隆水上
乐园还获得世界主题娱乐协会（简
称 TEA）颁发“杰出成就奖”。TEA
数据显示， 该园区已连续六年
（2013 至 2018 年） 游客人数居全
球水上乐园榜首。

今年 6 月，融创文旅城开业，
粤港澳大湾区内再增添一处地标。
作为一个总占地面积约 220 万平
方米、总投资达 500 亿元的“巨无
霸”文旅综合体，融创文旅城中将
囊括华南最大的室内滑雪场、华南
首个室内恒温水乐园、大型室外主
题乐园等 8 大业态， 预计年接待
游客可达 2000 万人次。

除香港迪士尼乐园、香港海洋
公园、深圳华侨城、深圳欢乐谷等
一大批经典之作已在大湾区内生
根发芽， 还有更多项目正在抢驻。
比如，今年 9 月，珠海市人民政府
与杭州宋城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签
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根据协议，
宋城集团将投资 150 亿元在珠海
市斗门区建设珠海宋城演艺度假
区项目，致力于通过新一代沉浸式
体验型文化和旅游消费内容激活
珠海文化活力，打造世界级演艺度
假目的地。 而中国旅游集团、岭南
集团等也积极在粤港澳大湾区内
布局景区、酒店、度假区等业务。

免费主题公园也精彩
在大湾区内还有众多闻名遐

迩的免费主题公园和景区，这些地
方已成为市民游客观光游玩的好
去处。

根据广州市文旅部门公布的
数据，2019 年春节假日期间，广州
列入重点监测的市政公园共接待
客流 250.43 万人次， 本地客流占
比 62.12% ， 外 地 客 流 占 比
37.88%。 其中，越秀公园客流量排
名第一，荔湾湖公园与海珠湖公园
分列二、三位。 而北京路商圈则成
为最受市民游客欢迎的商圈。

此外，大湾区内的乐园和景区
还在不断涌现出创新“因子”。 以
广州融创乐园为例， 从 10 月 25
日起，该乐园在国内一线城市主题
乐园中第一个正式启动“开放式经
营”。 来自广州及周边城市的数万
名市民尝到免费入园“头啖汤”，
畅享南越古文化与岭南风情相
融合的文旅盛宴。

来大湾区旅游，品尝地道粤
式美食、 赏世界级主题乐园、住
最具特色的乡村民宿、夜“泡”博
物馆……一定会带来不同凡响
的休闲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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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民宿有多个全国第一 图 / 新华社

大湾区内多个城市已着眼于夜游经济并出台相关政策 图 / 新华社 融创乐园 融创文旅城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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