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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五下班后直奔北京西站，乘高铁2小
时8分钟后抵达邯郸，晚上打卡特色小吃店；
周六周日游览东太行景区、响堂山石窟，一日
山水、一日文化；赶晚上的高铁回到北京，迎
接新的一周……这是北京“90 后”男生小王
忙碌又丰富的周末生活。

近年来，围绕中心城市，以自驾、高铁为主
要出行方式的“3小时旅游圈”圈粉无数。车程
两三小时、为期两三天的“微度假”备受青睐。

“微度假”的兴起折射了旅游市场和人们
生活方式的哪些变化？

周末小长假，到周边一座城“逛吃”

小王说，一开始他只是充分利用每个小
长假，探索北京周边的县域乡村，后来逐渐发
展到“换个城市过周末”。

“比起远行的不可控，安排好每一个周末
更重要。”小王说，受他影响，身边不少朋友也
开始尝试乘短途高铁，开启周末“微度假”。

一线、二线城市中，利用周末深度“逛吃”
周边一座城的年轻人越来越多，“3小时旅游
圈”内的出游热度持续攀升。

多家平台数据显示，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
中短距离的“微度假”相关订单增速领先，省内跨
城、邻省跨城的高铁游、自驾游增势尤为明显。

根据携程平台的数据，假期高铁出行订
单中，出游半径约为361公里，较去年中秋、
国庆假期前三日缩短近30%。同程旅行数据
显示，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及成渝城市群、
中原城市群等城市群的中短途出游需求旺
盛，3 小时以内的高铁出游市场最为活跃。
飞猪平台上，中秋假期国内租车预订量环比
端午假期增长3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这句朗
朗上口的宣传语，如今已成为网络“热梗”，为
河北旅游“引流”。大数据客流统计显示，
2023 年，河北省是北京游客首选目的地，近
40%的北京游客在选择外地出游时以河北省
和天津市为目的地。

“我们希望依托京津冀及周边省份超大
规模周末旅游客源市场，打造国内一流周末
旅游产品、服务、环境，让游客把‘河北周末’
过成‘河北节日’，畅享美好旅游生活。”河北
省文旅厅相关负责人说。

上海面向江苏盐城、浙江嘉兴和衢州、安
徽六安和淮北等城市推出旅游专列线路；重
庆铜梁区、垫江县等加强文旅融合，建设成渝
地区“微度假”旅游目的地……“3 小时旅游
圈”持续释放市场活力。

新交通、新诉求、新体验

“3小时旅游圈”是怎么形成的？
首先是交通越来越便捷。
早上从上海出发，中午便可在西湖上泛舟，

或置身安吉民宿，或与黄山上的迎客松挥挥手、
咬一口美味烧饼。同样，这些城市的居民，可以
乘高铁在3小时内抵达上海，度过美好一天。

当下，高铁和城际轨道交通越来越普及，
城市群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周末跨城度假正
变得和跨城通勤一样平常。

“乘坐高铁、动车出游，行程准时可控，交
通快捷便利，在目的地可安排更悠闲的行程，
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出行。”68岁的上海市民
钱先生说，从市中心的家乘地铁到虹桥火车
站进站检票全程仅约1个小时。

其次，人们的出行需求越来越多元。

“微度假”满足了人们对短暂“离开”的心
理需求。与通常的“度假”相比，它不仅是距
离上的缩短，更是一种体验的浓缩。

小王告诉记者，工作之后可支配收入多
了，时间安排也更自主了，可深入探索“小众”
目的地，而且“说走就走”。

还有人享受和亲友出行的“慢时光”。“最
大限度压缩赶路时长，游玩时间很充裕。”贵
阳游客彭女士一家三口利用小长假乘高铁到
四川乐山旅游，她认为，现在吸引他们的不再
是走马观花的“打卡”式观光游，而是用两三
天融入当地生活，感受不同风土人情。

此外，旅游目的地业态越来越吸引人。
36扇高大的雕花木门轻启，演员曼妙起

舞；舞台上光影变幻，不时落下层层水帘……
“太震撼了！”观众们不约而同发出感叹。

河北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剧场
中，融合情景装置艺术与舞台沉浸技术为游
客带来全新体验。无论是自驾、高铁还是乘
坐直通车从北京出发，都可在2小时内抵达。

“为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为一次户外体
验奔赴一座山”，近年来，各个目的地开发多样文
旅业态，让“3小时旅游圈”内的游客不虚此行。

“‘微度假’为游客带来‘快旅慢游’的新
体验，促进了旅游业的现代化进程，还为更多
地区的发展、更多人群的高质量就业提供了
机遇。”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说。

提质升级还需全面加力

记者注意到，“微度假”走红后，一些新兴
目的地出现同质化建设、营销加码等问题。
很多游客亲身去所谓“小阿勒泰”“油画仙境”
时发现上当：“沙滩”实际上是建筑工地、“草

原”已成荒草地、蓝天碧水全靠滤镜……一方
面，这些出于急功近利心态打造的名不副实
的“精致”景观，有损旅游业口碑；另一方面，

“3小时旅游圈”内往往地缘相近、文化相似，
旅游资源开发还应更多考虑深挖特色、统筹
共享，差异化发展。

此外，有游客为收获更为“野生”的旅游
体验，到城市周边尚未开发的山区、水域游
玩，并在社交平台上推荐给其他游客。这些
行为背后的安全风险隐患不容忽视，平台和
监管部门应负起管理责任。

还有“最后几公里”的问题已日益显现。
快捷抵达后租车停车不够方便、景区承载力
有限等令不少游客“吐槽”。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楼嘉军分析，各地要
重视优化“铁路+景区”旅游线路和交通方
式，完善高铁站到景区的接驳；优化游客“热
力分布图”，及时提醒游客分流；借助科技手
段，提升游客出入效率等。

多位业内人士认为，“微度假”兴起体现
出游客消费观念的转变，传统依赖购物带来
的旅游收入有所下降，精神娱乐消费需求增
强。这就要求目的地提供的服务进一步同游
客需求相匹配。除了高品质住宿需求，美食、
艺术、社交、健康、娱乐、亲子互动等软性需求
应受到关注，拓展多元消费场景。

“面向未来，‘微度假’目的地还需花更
多精力去建构并推广适应时代发展的旅游
形象，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引进金融
和产业资本、培育经营主体，不断提升旅游
者的满意度和当地城乡居民的获得感。”戴
斌说。

新华社北京10月3日电（“新华视点”记
者杨湛菲 陈爱平 杜一方）

新华社广州10月4日电（记者王浩明）港珠澳大桥
边检站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10月4日0时45分，今年经
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的客流总量超过2000
万人次，同比增长达86%，超过去年全年总量。这也是港
珠澳大桥正式开通以来，年客流量首次突破2000万人次
大关。

数据显示，持续增多的“北上”港澳旅客正成为推动
口岸客流快速增长的主力群体。今年以来，经该口岸出
入境的港澳旅客达1203.3万人次，同比增长83.3%，占口
岸客流总量的60.2%；港澳单牌车数量超过226万辆次，
占口岸车流总量的56.0％。

随着大湾区旅游的进一步走热，围绕港珠澳大桥打
造的“一程多站”旅游产品受到越来越多内地游客欢迎。
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持港澳旅游
签注往来的内地旅客超过386万人次，同比增长76.6%。
与此同时，大桥也正成为众多海外游客“中国游”的重要
通道。今年以来，已有超过31万人次的外籍旅客经珠海
口岸入出内地经商旅游、探亲求学、访问交流，同比大幅
增长185.5%。

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相关负责人介绍，为保证出入境
人员车辆安全畅顺，该站持续优化通行环境，通过升级改
造“一站式”系统，推进“货兼客”通道建设，提高通关效
率；积极落实为民服务举措，增派一线执勤、应急、备勤警
力，引入专业志愿者服务团队，不断提高人员车辆通关体
验感；持续深化三地口岸执法联络协调机制，强化与港澳
方的信息共享和勤务协作，实现节假日客流车流提前预
警、有效疏导。

国庆节假期，故宫博物院中一处特别的
展示空间吸引众多观众流连驻足：这里展出
的40余款环保文创产品均由回收材料制成。
这一名为“‘俭行十二时辰’——可持续文创
设计”的展示空间，正是近几年故宫博物院

“零废弃”探索的生动体现。
2020年1月，“故宫零废弃”项目启动，采用

科学精细的废弃物管理方式，持续追求“将填
埋、焚烧处理方式的废弃物减少至无限趋近于
零”的愿景。4年多过去，该项目已颇见成效。

“在对废弃物的有效管理上，从院内垃圾
桶的重新布局与减量、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到
资源回收中心的建立，我们逐步形成了一套
因地制宜、切实有效的废弃物分类管理制度
和严谨的实施流程。”“故宫零废弃”项目负责
人介绍，重新布点后，故宫博物院开放区的垃
圾桶数量由310组减少到110组。

有机废弃物则选择“在地资源化处理”。“三
季有花、四季常青”——箭亭广场的故宫生态堆
肥花坛中，堆肥箱、蚯蚓塔、昆虫屋等生态设施
为鸟类、蝴蝶、蜂类提供食源、水源及栖息地，遵
循自然循环规律，实现园林废弃物再利用。

“大高玄殿的瓦片很多都是来自于其他
建筑的剩余瓦片，说明当时人们已经具备节
约物资、重复使用旧物的理念……”

围绕故宫与“零废弃”的轶事与历史，一
批专业讲解员引领大家理解、认同“故宫零废
弃”实践，吸引许多路过观众驻足旁听。

故宫博物院院内的34个分类垃圾桶还穿
上了“甲骨文外衣”，观众可通过扫描海报，学
习甲骨文知识，参与“故宫零废弃”行动，为古
代传统文化与现代绿色理念搭建时空桥梁。

故宫博物院社会教育部负责人说，近年
来，故宫博物院开展了大量绿色低碳公众参
与实践活动，例如举行各种线上线下主题活
动、设计供观众深度探索的“零废弃”主题参
观路线等，已直接带动约3000位工作人员、4
万名导游、2100 万人次观众和 1.58 亿人次公
众加入到共建行动中。

“零废弃”理念与中国古人“敬天惜物”的
哲思一脉传承。紫禁城顺应自然、可持续性
的建筑理念，无不彰显着古人的生态智慧。

“快看，这丝巾居然是用塑料瓶做的，我
要拍下来给家里人看看！”故宫博物院文创店
里，几个年轻人正拿着一条中国风丝巾讨
论。细细研究包装说明后，他们惊奇地发现，
这条丝巾的“前世”竟是3个回收塑料瓶。

以故宫落叶和枝条为原料的“松福”手环，
苹果皮回收再造制成的“龙纹手机包”，废弃塑
料瓶制成的雨披、皮肤衣、手提包、丝巾……废
弃物变身绿色资源循环利用，邂逅古建文物
中的文化之美，故宫博物院推出的“变废为
宝”环保文创产品已有33款。

数据显示，2021年6月至2024年1月，已
有6万余只塑料瓶化身环保文创产品，相当于

减少1.72吨二氧化碳当量。
如今，故宫博物院已逐渐成为中国文化遗

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一张重要名片，通过“零
废弃”探索，讲好中国世界遗产地的绿色故事。

“我们将发挥优秀传统文化优势，激发全

社会对可持续发展的深度关注和广泛参与，
贡献文化遗产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新方案。”

“故宫零废弃”项目负责人说。
新华社北京10月4日电（记者杨湛菲 施

雨岑）

中心城市周边来一场两三天“微度假”

“3小时旅游圈”圈粉无数

“故宫零废弃”中的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之道
港珠澳大桥年客流量
首次突破2000万人次

10月2日，在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陇川县举行的景颇族目瑙纵歌狂欢活动上，身着景颇族服饰的姑娘跳起了欢
快的舞步。 新华社发

近日，一名记者在故宫拍摄《故宫日历》。 新华社发

10月4日，在海南省三亚市蜈支洲岛旅游区，游客体验
海上拖伞项目。 新华社发

长江日报公益广告

文明旅游 从我做起

设计 刘岩

9月20日，武汉举行2024年第三季度全市重大项目
集中开工活动。武汉经开区分会场设在采埃孚汽车系统
（武汉）产业园项目现场。

采埃孚集团是世界500强企业、全球排名前三的汽
车零部件供应商，采埃孚亚太集团2011年在武汉经开区
设立采埃孚汽车系统（武汉）有限公司，深耕武汉经开区
13年。

采埃孚集团在汉业务由被动安全系统拓展至主动安
全系统。采埃孚汽车系统项目位于武汉经开区万家湖附
近，由武汉车谷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新建生
产厂房、综合楼、设备用房、仓库等。主要研发生产汽车
制动卡钳等产品，预计2025年投产，2030年达产，将有力
补齐经开区汽车产业链短板，助力武汉打造国家重要的
汽车产业基地。

新华社柏林10月4日电（记
者车云龙 单玮怡）“我们对中国
市场在创新方面的快速发展感
到十分欣喜。”德国知名汽车零
部件制造商采埃孚集团董事会
成员彼得·莱尔日前接受新华社
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的创新速
度有助于采埃孚集团持续发展
与提升。

莱尔说，在中国市场不断发
展的背景下，采埃孚凭借技术实力
和本地化战略，成功与中国合作伙
伴的创新步伐保持一致。他介绍
说，采埃孚轨道业务覆盖从传动和
安全系统，到数字解决方案及底盘
零部件等多项技术产品，而这些轨
道领域产品早在上世纪90年代便
已逐步进入中国市场。

莱尔回顾道，采埃孚自上世
纪 80 年代起便在中国开展业务，
涉及乘用车、商用车和公交车等
领域，并于 2014 年进入中国高速
列车和地铁产品供应市场。他表
示，采埃孚深度实施本地化战略，
在中国开展技术研发和生产制
造，并与本地合作伙伴紧密协作，
为轨道和公共交通以及电动汽车
提供技术和产品支持。

作为一家全球性企业，采埃孚
在3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160多
个生产基地。集团2023年财报显
示，这家企业的中国市场销售额再
创新高，达到81亿欧元，同比增长
5.2%，以中国为主的亚太区业务约
占集团全球业务的四分之一。

莱尔表示，随着中国经济持
续发展，采埃孚在中国市场看到
更多业务拓展机会。“我们将继
续在中国加大投资，既包括研发
领域，也涵盖新技术的本地化生
产。”

他认为，自动驾驶是全球交
通领域的重点研发方向，也是采
埃孚与中国客户的合作重点。中
国在交通领域的电动化和可持续
化转型取得显著成效，越来越多
中国企业正朝着全球技术领导者
的方向迈进。

他说，在日前举行的德国汉
诺威国际交通运输博览会上，采
埃孚与多家中国客户达成战略合
作伙伴关系。他预计，未来几年
里，采埃孚将与中国企业在轨道
交通、公交技术以及商用车等领
域共同实现超预期增长。

我
们
对
中
国
市
场
的
创
新
速
度
感
到
欣
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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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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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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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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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采埃孚汽车系统项目预计明年投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