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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2旅游

近年来，以乡村生产生活为
内容源泉的短视频井喷式发展，
让广大受众看到了散发着浓郁时
代感、生活气的乡村美好景象。

“乡土达人”利用短视频展现乡土
文化、开拓兴农新路，一定程度上
满足了从小在城市里长大的年轻
网友们对田园生活的向往。

最近因为拍摄农村生活而
吸粉千万、仅 3 个月便爆红网
络的“张同学”，就让其所在的

辽宁营口大石桥市建一镇松树
村成为“网红村”，迎来了越来
越多陌生的年轻面孔。每天都
有近百名粉丝来到这里与他合
影，其中不少人还来自外省。
这位返乡青年用镜头里的农村
生活展示了家乡的独特魅力，
原来籍籍无名的小山村，它的
美也被大家发现：岫水线道路
两侧延伸远处的低矮山丘，近
处的树木和远处的柴火垛上覆

盖的薄薄积雪，远处的山坡上
黄白相间的颜色……曾经落寞
的老屋更是一下子变成了村子
的“网红景点”，粉丝游客在这
拍照打卡。

现在，喜欢乡村生活短视频
的网友不在少数，该主题的视频
在社交媒体上颇受欢迎。“李子
柒”每一期视频都是令人向往的
生活，每期播放量达几千万次，
甚至走出了国门；也有“华农兄

弟”这样反映农村生活短视频博
主，最火的时候，一个月里会上
七八次微博热搜、新增两三百万
名粉丝。

大部分乡村视频博主都是
在乡村生活的农民，记录他们在
家乡小院烧火做饭、种瓜种菜的
日常。乡村的网红，带给家乡的
不仅仅是产品的销量、旅游胜地
的曝光率，也带来了更好的经济
收入。

““乡味乡味””视频视频传达慢生活传达慢生活
吸引都市人寻找“诗和远方”

广东省乡村旅游协会秘书长
晏曾节表示，目前像“张同学”那
样爆红的“乡味”视频的确很有冲
击力，跟城市生活存在巨大差异，
乡村田园生活场景已经成为城市
人向往的生活，对快节奏的城市
人抛开繁琐的事务、放空心情、摆
脱焦虑很有帮助。

晏曾节坦陈，以广东的实际
情况来说，要出现这么一类网红
视频还是比较难的，因为广东的
文化土壤和人文性格决定了很难
去培育生成这样的一些顶流级的
乡村生活或者乡村旅游网红。但
他们的成功经验，对下一步广东
乡村旅游的开发有启发作用：在
美丽乡村的建设过程中，包括现
在美丽镇域经济发展方面，就要

回归聚焦乡村、回归乡土味，打造
原乡生活。“做足乡村的品位和乡
村的味道，把消费场景建立在乡
村，用乡村的元素吸引城里人。”
例如，广东乡村有大量有特色的
祠堂，宗祠文化在南方也是独树
一帜，建议把宗祠文化作为国学
展示或者文化传承展示基地，为
城市人提供感悟的空间，这比一
般的活化效果好。

另外，乡村旅游也要利用好
广东美食的特色招牌，吸引各方
游客。说到底就是要把广东真正
的具有乡情乡味的资源好好挖掘
出来，最好还能整合一些青年创
业团队，让他们展示广东在地文
化以及特产原生态，这也会成为
广东乡村旅游的亮点出来。

晏曾节认为，归根到底，策
划这种乡村旅游项目的时候，要
强调紧扣差异化和独特性，要用
创 意 去 作 为 项 目 打 造 的 护 城
河。有了创意的加持，才能打造
出差异性的产品，给城市人营造
乡村旅游体验不一样的感觉，满
足更多猎奇和探险心理，才能达
到更广的朋友圈短视频点赞等
传播效果。

同时，晏曾节也提醒，通过
视频爆红之后的乡村旅游更需
要冷静，潜心研究如何进一步提
升 旅 游 服 务 水 平 和 农 产 品 品
质。围绕旅游交通、旅游安全、
旅游卫生等做部署和安排，对农
产品制定相应的发展规划。“我
们要想办法让这波流量实实在
在地沉淀下来，避免娱乐化，让
流量惠及更多农产品企业，惠及
更多乡村群众。”

近年来，广东有不少非常有
情怀的大学生回到了家乡。他们
是“80 后”“90 后”甚至“00 后”，
投身农业，成为年轻的创业者。
这些有思想、有文化的年轻人，按
品牌化路径，让农产品进城，让城
里人下乡，让农村变成城里人羡
慕的地方。

姚志明是坐落于广州市增城
区三江平原的元山冈农耕文化学
校的负责人，近年来也开通了视频
号，用短视频记录和传播传统农业
的思想理念、生产技术、耕作制度
和农耕文化，分享自己“亲近自然，
乐享农耕”的理念。“目前收到了不
错的效果！”他说，11月底的水稻收
割，就吸引了来自农业院校的一群
博士“围观”；随后他又紧跟网络热
点的“张同学”，发起了“张同学到
了收稻谷”活动。“两个视频发到朋

友圈之后，得到不少点赞，也宣传了
我们‘元山冈’。”

目前，“元山冈”的品牌，不仅
提供绿色、有机食品，还关爱下一
代，以农耕文化为核心开展农业观
光、农业教育、农业休闲、科普教
育，推广农耕文明，热爱粮食，推动
乡村发展，保护环境等项目，倡导

“体验农耕乐趣、学习农业知识、提
升健康品味、享受绿色人生”的生
活理念。他表示，这些都会通过新
媒体短视频等形式逐渐呈现给生
活在城市的网友。

而位于江门鹤山市西部的双
合镇，近年来凭借乡村旅游兴起，
快速成为江门地区具特色的一个
自然生态旅游度假热点，是集特
色美食、农事体验、休闲度假、农
产品采摘、农村民宿于一体的旅
游目的地。

双合镇文旅办主任吴进宝介
绍，双合镇乡村旅游很重视新媒
体宣传，前几年就开通了“日月双
合醉乡村”公众号分享乡村旅游
资讯，最近又开通了视频号“双合
粉葛台”，用接地气的视频内容推
介乡村旅游。

目前，当地茶文化研学游等
活动蓬勃开展，双好茶韵农耕研
学实践教育基地保留着手工炒茶
的柴火炉，供前来研学的学员和
茶文化爱好者体验传统炒茶工
艺，优美的茶园风光吸引了众多
游客前来游玩。

此外，绿雅生活体验农场、棠
密村等处也吸引了大量游客，前
往体验农耕生活，采摘雪梨瓜、西
瓜等农产品。城市游客去双合乡
村旅游，打卡拍摄朋友圈分享已
是常态。

文/羊城晚报记者 黎存根

田园生活视频带活乡村旅游现象

乡村视频越来越专业且有文化味案例

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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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界业界：：如何打好如何打好““旅游内容之战旅游内容之战””

全民“种草时代”，线上的优质

旅游内容成为影响线下消费决策

不可忽视的力量，在经过了 2020

年旅游直播带货元年之后，越发显

现出巨大效应，引发了各大平台的

“内容之战”。

受疫情影响，旅游内容的直
播、短视频营销大行其道，人们发
现，“选择去哪儿玩”有了越来越多
铺天盖地的参考，在景区美图、公
路大片的感官刺激下，可能仅仅是
一张图片、一段文字、一条三十秒
的短片，就促使你将买机票、订酒
店、餐厅订位一气呵成。或许你还
没反应过来，就已然在线上平台完
成了一次从内容种草到产品交易
的转化。

这就是优质旅游内容的魔
力。

当前，旅游内容的商业形态，
正连缀起目的地、流量、品牌营销
等环节，形成新的营销闭环，并最
终指向交易。为此，从携程、驴妈
妈、同程旅行等头部 OTA 到抖
音、快手、小红书等新兴内容平
台，以及从旅游内容起家的马蜂
窝，众多新老选手纷纷加紧涌向

“内容赛道”，企图探究更高效的
产品转化路径。

记 者 观 察

旅游内容生态建设
成逐鹿新赛道

当代年轻群体是“体
验敏感”型

在近日举办的2021中国旅游集
团化发展论坛上，马蜂窝联合创始
人、CEO 陈罡重申了高效优质的内
容对于从线上场景延展到线下空间
的重要性。

在陈罡看来，当前，文旅产业格
局发生巨大变化，主力消费群体更年
轻，消费水平水涨船高，消费场景则
越发个性化。“旅游市场的业态已经
从单一的门票经济和观光经济，走向
了体验经济和个性经济。”

根据马蜂窝近期发布的《“微
度假”风行报告》，80 后、90 后作为
微度假主力人群，新型“玩法”成为
最大的驱动力，越来越多的微度假
用 户 愿 为 高 品 质 服 务 和 体 验 买
单。陈罡指出，当代年轻群体是

“体验敏感”型，对旅游服务者来
说，如何精准把握需求端的新变化
显得格外重要。

洞察到这一需求变化，马蜂窝在
今年暑期即推出了“周末请上车”系
列，用飞蝇钓、探洞、摇摆舞、飞盘、
水下曲棍球等新潮的活动吸引年轻
人，并争取做到了“每周体验不重
样”。

作为最早以内容起家的社区平
台，为了站稳旅游消费决策的第一入
口，马蜂窝还在 2020 年年底推出了
全新攻略品牌“北极星攻略”，专注
为旅行者提供更省时、更专业、更高
效的攻略，并提供从“发现”到“体

验”的一站式服务，“省时间”成为其
成功的卖点。

“旅游产业要实现价值提升，效
率是关键，这意味着谁能把内容做到
最高效，谁就能创造价值。”陈罡直
言。

他同时提出，文化、艺术、体育等
重体验的内容是旅游发展提质增效
的重要手段。“旅游平台依靠内容连
接用户和供应链，通过洞察用户偏
好，推动供应链提供精准的个性化产
品与服务。同样，与供应链共创新玩
法，通过优质内容触达用户，则能够
创造游客的新需求。”

“销售平台”进化为
“灵感平台”

在携程集团2021年第三季度财
报中，携程集团首席执行官孙洁最新
公布了一组数据：2021年，有累计超
过2.2亿用户浏览过携程平台上的内
容，约 35%的 App 用户养成了浏览
内容频道的习惯。

“今年的内容发布数量同比增加
了 100%。与第二季度相比，KOL
（关 键 意 见 领 袖）数 量 环 比 增 加
35%，日均互动用户数增加20%。”孙
洁表示，用户“逛携程”的习惯逐渐
养成，也推动了平台高质量内容供给
的提升。

据悉，自疫情下提出“深耕内容”
战略后，携程从旅游产品“销售平
台”全面进化为消费者的“灵感平
台”，“种草”成为年轻人打开携程
APP的首要目的之一。

翻开APP首页，携程直播、携程
社区等占据着显著位置，吸引消费者
点进来“逛”。

而据携程联合创始人、董事局主
席梁建章透露，过去一年，携程从内
容到交易的月转化率最高达到30%。

据悉，梁建章在去年开始“变身”
头部主播，吸粉和制造话题的同时，
也收获了市场的积极反馈，一些热门
酒店产品成为直播间的抢手货。

在内容生态价值持续增长、内容
供给不断丰富的同时，平台上的商家
也获得了流量加持——作为携程“旅
游营销枢纽”战略的重要载体，今年
4月上线的携程星球号旗舰店，成为
平台合作伙伴的关键推手。

据孙洁介绍，过去的7个月里，星
球号旗舰店上商家内容发布量、内容
曝光量、粉丝量以及粉丝在旗舰店的
成交总额，均保持月均50%的增速。

梁建章直言，持续迭代的内容生
态，不仅成为旅行者重要的灵感来
源，更已成为合作伙伴重要的产品展
示平台。

据了解，携程在去年开始与包括
长隆、迪士尼在内的众多行业伙伴开
展内容上的合作推送，精准地定制促
交易产品。此外，针对不同的目的
地，相关内容的增量客源方案也在持
续打造中。

重塑大众信息接受的
渠道和习惯

为竞逐“内容大战”，去年，驴妈
妈旅游网成立了“飞驴湾”新媒体矩

阵平台，通过微信服务号、抖音号、
视频号构建起“内容+交易”生态模
式。驴妈妈旅游网 CEO 邹庆龄表
示，“飞驴湾”的创新，在于打破了旅
游产品由企业到消费端的传统销售
模式，而从消费者需求出发去驱动完
善供货产品，同时以高质量内容对用
户进行有效触达，以此加速营销转
化，吸引直播受众下单。

邹庆龄指出，受疫情影响，定制
游、自由行等更私密、个性的玩法呈
爆发趋势，公众旅游需求已经改
变。尤其是出境游回流，使得如何
提供更小众、更具特色且更高品质
的目的地及产品，成为各大平台面
临的挑战。

而随着短视频、直播风潮的渗
透，不仅吸引了大批流量，催生了众
多短期旅游“爆款”，也重塑了大众
接受信息的渠道和习惯。

“在线旅游决策从最初依赖图
文信息组建笔记攻略社区的形式，
逐渐向短视频平台迁移。”邹庆龄表
示，这加剧了旅游内容生态市场的
竞逐。

如何能在这场竞逐中拔得头
筹？他认为，消费者需要的不仅是内
容，更是内容背后的可决策信息——
再精美的内容，也必须切中用户的决
策需求点，提高旅游的决策效率，加
速营销转化。再好的直播，也需吸引
受众乐于分享和下单。

因此，要在“内容+交易”模式中
不断走向成熟，在用户通过优质内容
被“种草”后，还需配套优质产品体
系承接，由内容倒逼供应链变革，深
耕供应链才是王道。

◆措施：文旅部从即
日起暂停进出陆地边境
口岸城市跨省团队游及
“机+酒”业务

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日
前发出关于加强 2022 年元旦
春节期间旅游团队疫情防控
工作的通知，包括：严格执行
跨省旅游经营活动管理“熔
断”机制。对出现中高风险
地区的省（区、市），立即暂停
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经营
该省（区、市）跨省团队旅游
及“机票+酒店”业务并及时
公布；从即日起至 2022 年 3 月
15 日，暂停旅行社及在线旅
游企业经营进出陆地边境口
岸城市（与香港、澳门有口岸
相连的除外）的跨省团队旅
游及“机票+酒店”业务。

◆智慧旅游：文旅
部确定 14 个首批发展
智慧旅游提高适老化程
度示范案例

据文旅部官方网站 ，近
日，文化和旅游部发布首批
发展智慧旅游提高适老化程
度示范案例名单。

文化和旅游部表示 ，通
过发展智慧旅游提高适老化
程 度 ，解 决 老 年 人“ 数 字 鸿
沟”问题，经地方推荐和专家
评审，共确定“杭州适老服务
弥‘鸿沟’便民惠民提效能”
等 14 个案例为首批发展智慧
旅游提高适老化程度示范案
例。

◆措施：广东出台8
条措施 进一步支持旅
行社行业纾困发展

据广东文旅厅消息 ，近
日，广东文旅厅等 11 个部门
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支
持旅行社纾困发展有关措施
的通知》。

通知指出 ，推进旅行社
质量保证金改革；协调解决
旅行社融资困难；支持用好
国家普惠性纾困政策；加大
财政资金保障力度；支持旅
行社提供相关委托服务；鼓
励旅行社积极“引客入粤”；
强化旅行社人才培训及稳岗
就业；持续优化旅游营商环
境。旨在从这 8 个方面出发
帮助旅行社纾困解难，促进
旅游市场复苏发展。

探索

一 周 旅 游
文字整理/李力 徐小倩

论是此前田园生活的“顶流”李子柒，还

是最近爆红的“张同学”，他们都通过拍

摄“怀旧类农村生活”视频深受大众欢迎。

在当今快节奏的时代，日出而起、日落而

息的乡村慢生活中凸显的“乡味”正受到越来

越多人向往。专家认为，“乡味”视频或许正

在成为乡村旅游加速发展的一个助推器，吸

引都市人去乡村寻找“诗和远方”。

旅游达人拍照旅游达人拍照““种草种草””，，成为旅游消费决策的重要影响力成为旅游消费决策的重要影响力

短视频作者李子柒短视频作者李子柒 羊城晚报记者羊城晚报记者 宋金峪宋金峪 摄摄

徐闻菠萝成超级网红徐闻菠萝成超级网红 羊城晚报记者羊城晚报记者 戚耀琪戚耀琪 摄摄

姚志明在稻田收割水稻 受访者提供

无

全民全民““种草时代种草时代””，，引发了各大平台的引发了各大平台的““内容之战内容之战””

为游客提供感悟空间效果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