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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文旅厅印发《四川省“十四五”文化和旅游科技创新规划》

四川将出台房车露营、康养旅游等地方标准
刚刚过去的“五一”小长假，四川文

旅市场回暖明显。其中，露营游、民宿订
单成为“顶流”。据去哪儿等OTA平台
统计，“五一”假期，成都地区乡村民宿订
单量、露营热度均位居全国第二。

5月7日，记者从四川省文化和旅游
厅获悉，日前，省文旅厅印发《四川省“十
四五”文化和旅游科技创新规划》。规划
中提出，四川将加快立项和出台房车露
营、康养旅游、山地旅游、研学旅游、非遗
产品等系列地方标准。

规划明确，四川将以深化现代科技
在文化和旅游领域的应用为主线，坚持
科技赋能、智力支撑、创新驱动，促进文
旅产业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提升巴蜀文化影响力、四川旅游吸引力、
文化旅游供给力、文旅产业竞争力，加快
建设文化强省旅游强省和世界重要旅游

目的地。
其中提到，四川将完善文旅科技创

新体系，推进文旅重点实验室建设。具
体包括：依托和协同省内文旅相关专业
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科技优势型企事业
单位，加强文旅重点实验室建设工作，形
成文旅重点实验室建设机制。依托优势
技术，面向行业应用，瞄准发展重点领
域、新兴领域、特色领域及交叉领域，培
育一批省级重点实验室，筹建和申报国
家重点实验室。制定文旅重点实验室管
理办法，形成有进有出的动态管理机制。

在龙头企业培育方面，将支持创新
型文化和旅游领域科技型企业和高新技
术企业发展，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
的文化和旅游科技创新企业，鼓励一批

“专精特新”文旅科技型中小企业，扶持
重点行业相关企业成长为具有国际竞争

力的“小巨人”企业。支持科技咨询、技
术评估、创业孵化、技术转移等文旅产业
创新服务机构的发展。

在强化文化和旅游科技研发和成果
转化方面，增加科技成果的有效供给，满
足文化和旅游行业科技需求。在山地旅
游、自贡彩灯、数字文博、旅游设备、旅游
安全、景区地质灾害防治等领域加强研
发，推动人机交互、数字孪生、北斗导航
等技术在文化和旅游领域的创新应用和
典型应用。

同时，支持自驾车（旅居车）、低空飞
行、游艺游乐装置、适老化设施、移动式
旅游厕所等装备设施研制。推进AR/
VR增强现实、超高清视频等文化和旅游
产品装备关键技术研发。

规划提出，推进全省文旅系统数字
化改革，以“好用实用管用”为目标，建设

智慧协同的政务管理体系，推进与国家
政务一体化服务平台和省级政务一体化
服务平台的互联互通，实现“一网办
通”。实现旅游景区、文博场馆身份证、
健康码、门票“三码合一”便捷入园。

在完善文化和旅游标准体系方面，
四川将在文旅信息化、公共服务、新产品
新业态与服务质量提升三大领域制定标
准化体系。加快立项和出台房车露营、
康养旅游、山地旅游、工业旅游、自贡彩
灯、研学旅游、非遗产品等系列地方标
准。

在完善文旅人才培养机制方面，规
划提出，将重点培养支持500名文化艺
术人才、500名旅游人才、1500名乡村文
化和旅游能人，示范带动各市（州）支持
培 养 10000 名 文 化 和 旅 游 人 才 。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杨金祝

疫情之下旅游景点遇冷，露营成了
最潮流的出游方式，从朋友圈晒图到
资本市场相关概念股大涨，都无疑反
映出露营的“顶流”效应。

今年“五一”期间，小红书上露营相
关搜索量同比增长 746%。马蜂窝相关
数据也显示，川渝地区露营热度涨幅
最高，成都多个热门营地上榜。

近 日 ，记 者 调 查 发现，成都周边
一些网红营地上演了“一地难求”的
景象。精致露营催生轻资产营地兴
起，入局者又该如何抓住风口将露营
持续下去？

户外露营变精致
爱好者购买装备越来越卷

搭个帐篷、扯个天幕、摆好桌椅板凳
……回归自然的露营火“出圈”，当拍摄
精致照片成为露营必不可少的环节，这
也给周边产品的颜值和氛围感提出新的
要求。

“以前的露营是带着最轻量化的装
备到大自然深处欣赏美景，拍摄的照片
都是风景，现在的露营变成了聚会的一
种方式，相机记录的内容也回归到人身
上。”2013年就开始到各地露营的科代
表（化名）感受到这些年露营概念已发生
改变。

疫情防控常态化之后，科代表组
建的露营群已增加到上百人，他告诉
记者：“现在露营的帐篷越换越大，大
家开始追求品牌，买更多周边产品。
如果是一套基础露营装备 1000 元就
能搞定，但真要舒舒服服到户外露营，
1万元左右是少不了的。”

据央视财经报道，从入门级到轻
奢级，光是露营装备，有露营爱好者的
投入就达十几万元。记者发现，多家
电商平台除了销售基础的帐篷、天幕
以外，露营氛围灯、野营羽毛球、野外
炊具、宠物帐篷等周边产品也层出不
穷，销量火爆。

“所以现在露营很卷，因为大家在比
各自的装备好不好。”露营爱好者小黑告
诉记者，国产的露营装备已经很不错了，
但还是有不少人从日本购买帐篷、月亮
椅等，一边体验一边收藏。

轻资产、快闪营地兴起
入局者称短期内可实现盈利

伴随着露营的火热，除了露营圈的
“内卷”，营地入局者也持续涌入赛道。
天眼查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已有超
7200家露营相关企业成立。与此同时，
精致露营催生“便携式”露营，意味着消
费者不需要购买装备就可以拎包体验露

营。近段时间，投资规模较小的轻资产
营地迅速崛起。

“特别是清明节、五一节，基本上是
一位难求，需要提前一周预订。”位于成
都邛崃的一家网红营地老板Amy最近
异常忙碌，因为疫情防控常态化趋势，她
选择入局露营赛道，没想到3月才成立
的营地很快爆火起来。她介绍，目前营
地属于快闪店，6月之后将会“打包搬
走”，换地方重新营业。

“由于今年国内露营热持续，目前看
投入回报还是很快的，短期内就可以实
现盈利。”5月7日，三夫户外披露的投资
者关系活动记录表显示，为了避免营地
过剩或者露营热潮过后形成投资亏损，
三夫户外营地都采用轻资产、快运营的
模式。三夫户外称，每个营地的投入大
概在10万元-30万元之间，建设时间大
概为两周左右。

相比于轻资产的营地，山地营地的
投资相对较大，服务也更深。成都双流
一家营地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由于场
地的重新打造和维护，加上自动化设备
和人工，投资大概要上百万元。基于露
营当前较好的形势，目前还计划打造4
个新的营地。”

如何抓住“露营风”？
专家：要注重“人货场”三要素

事实上，露营在国内发展了二十余
年一直不温不火，但随着疫情“缩短”了
国人的旅游距离，城市周边公园的临时
性露营场所及郊野专业露营地受到追
捧，并持续带动相关消费。

成都野村游牧部落相关负责人骆国
平认为，随着入局者越多，行业竞争会越
大，“创立一个品牌背后需要足够的资金
和稳定的团队，不要盲目跟风把‘露营’
当成一次性生意，这样只会让卖装备的
赚钱。此外，找不到差异化也很难将营
地持续发展下去。”

“未来发展同样要看‘人货场’三
个要素。”中国文旅创新创业智库丛
书总编张德欣接受华西都市报、封面
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精致露营人群
的消费能力和消费层次相对较高，用
户属性上更偏向性价比型及品质型
用户，他们对露营帐篷及装备有更高
的追求及要求。专业露营基地更应
注重露营的场景设计，包括硬件上的
场景氛围及营地活动，做“适精致
化”改造，保“硬”凸“软”，并形成品
牌连锁体系。张德欣说：“这样的话
精致露营就不会是个伪命题，而成为
疫期疫后消费及品质升级的理想试
验田。同时房车露营泛户外或可成
为低频旅游升维到高频日常休闲消
费的突破口。”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朱珠

宠物户外帐篷。

爱好者到高原露营。

成都一网红营地。 网上有各种露营装备售卖。

精致露营大火背后：装备购买越来越卷
轻资产、快闪营地兴起，业内人士建议不要盲目跟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