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季郊野踏青，夏季林
间避暑，秋季山巅观红叶，
冬季冰河嬉冰雪……顺应
气象节律去旅行，正成为拉
动旅游市场增长的新引
擎。当前气象与文旅的深
度融合，正不断拓宽旅游场
景边界、丰富旅游产品供
给、提升旅游目的地吸引
力，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注入强劲动能。

追星逐雾 气象游成新风尚
重庆“雾都烟雨”可为游客提供未来3日内9个知名景点雨雾情况

作为暑期出行晴雨表，OTA平台预订数据
开始出现变化。同程旅行日前发布的《2025暑
运出行趋势报告》显示，6月17日开始，暑运机
票及火车票迎来预订高峰。去哪儿方面介绍，6
月25日，出现今年暑假第一个出行小高峰。

相比其他出行旺季，暑期游跨度长且多为
刚需。如何以更好性价比出行，多个平台数据
显示，选对时间、地点是关键，随着大批避暑航
线、铁路线路批量上新，今年前往西北、东北等
地更便捷，成本更低。此外因为“有闲有时
间”，更多学生族选择中转出行。

出境游方面，由于国际航班供给增加，出
境机票价格均同比降低了15%。去哪儿方面
预测，8月下旬，热门目的地机票价格较7月便
宜一半，可考虑“错峰游”。

暑期游·算账
错峰、中转最具性价比

相关

去哪儿发布的《2025年毕业旅行报告》显
示，为吸引中高考生，多地景区推出凭准考证享
受免门票、特惠票等差异化优惠政策，例如青海
茶卡盐湖景区，河南隋唐洛阳城、老君山、开封
万岁山，西藏林芝风景区、巴松措、雅鲁藏布江
大峡谷等景区对高考生免票；山东崂山风景区、
台儿庄古城景区等景区对中高考生免票。

北京旅游学会理事吴若山表示，“准考证
经济”本质是“成本转移与场景变现”，即门票
减免引流，依赖二次消费回补收益。因此，企业
需立足长远，构建“体验-产品-服务”体系：体
验设计上要契合年轻人兴趣，运用AI、VR等技
术打造沉浸互动产品；产品内容上应强化社交
属性，开发适合打卡分享的场景；服务层面需
提升增值体验，如联合商家推出航拍、研学等
项目，推动景区由“吸引人”向“留住人”转变。

暑期游·掘金
文旅消费瞄准“准考证”

暑期旅游市场迎来预订热潮，出游人次同
比增长显著，出境游和亲子游成为主力。

就出游客群看，毕业游用户率先开启了暑
期之旅。今年暑期毕业游市场呈现“短途高频，
长短结合”的特征，毕业游用户更加注重情绪价
值以及个性、灵活、新奇等体验的追求，跟着“热
点”去旅游成为今年暑期毕业游的新潮流。

途牛统计显示，上海、北京、广州、三亚、成
都、贵阳、昆明、重庆、南京、杭州等城市更受毕
业游用户的青睐。

亲子客群更是暑期出游的主力军，在途牛
暑期出游用户中的预订出游人次占比超40%。

日前，暑期出境游市场已呈现爆发式增
长。携程数据显示，今年暑期签证办理订单量
较去年同期呈现双位数增长，提升一成，为近
三年来的峰值。

本报综合经济日报、中国经营网、中国青
年报、第一财经、21世纪经济报道等

暑期游·趋势
跟着热点去旅游成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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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活资源打造IP

在现代化都市的明亮灯火下，仰
望星空渐成奢侈。于是，越来越多人
奔赴远离尘嚣之地，开启“追星”之旅。

星空，亦可精准预报。“观星与气
象条件密不可分。”中国气象局公共气
象服务中心服务首席王秀荣称，云量、
能见度、视宁度（指大气抖动对光学成
像的影响程度）和光污染是影响观星
的主要因素。晴空或晴朗少云的夜晚
观星最为理想，高能见度意味着星光
能更好穿透大气，让星星看起来更加
明亮，而良好视宁度能保障星空摄影
的清晰度。选择暗夜环境程度高、远
离城市光污染的地方进行观测，能观
赏到更璀璨的星河。

为提升游客体验，气象部门研发
了观星气象预报产品，帮助游客合理
安排“追星”时间。“我们联合宁夏、北
京等观星条件比较好的地方研究开发
了一批各具特色的星空指数产品。通
常在周末、节假日前发布，并划分等
级。达到5颗星意味着观星条件极佳，
满天繁星可期，方便星空爱好者规划
行程。”王秀荣介绍。

中国气象服务协会会长许小峰表
示，气象旅游资源包括天气景观资源、
气候环境资源和人文气象资源。这些
资源具有极高的观赏和利用价值，能
够直接转化为旅游生产力。

自2022年起，中国气象服务协会
已分三批发布“天气气候景观观赏地”
名单，涵盖云雾、彩虹、冰雪、星空、霓
虹等多种自然奇观。这些独特的资源
正延伸出一批具有鲜明地域特色和文
化内涵丰富的新IP。

重庆“雾都烟雨”：利用气象部门
研发的烟雨巴渝指数，游客可提前了
解未来3日内重庆9个知名景点的雨
雾情况，从而科学规划路线，领略烟雨
朦胧的别样风情。

福建平潭“蓝眼泪”：平潭县气象
局推出的“蓝眼泪”气象条件预报，提
供未来5天“蓝眼泪”发生概率预测，帮
助游客追寻如梦似幻的海浪荧光。

吉林长白山天池：长白山气象部门
开展天池开冰、可见度等景观监测和实

况播报，预报天池可见概率及主峰云海
出现概率，破解“十次九不见”的难题。

从高山云海到田园湖泊，各地气
象部门持续加强科技能力建设，开展
气候生态资源普查评估，推动气候要
素成为生产要素、气象资源转化为旅
游资源，吸引游客避暑避寒、观星赏
花、休闲康养。“挖掘各地独特气候禀
赋，将云海、雾凇、彩虹等奇观转化为
旅游资源，打造‘一地一特色’的绿色
发展模式，正成为激活区域经济、推动
生态价值转化的新赛道。”中国气象局
副局长熊绍员说。

深挖禀赋创新体验

优质天气能否转化为优质产品，带
动乡村发展与农民增收？通过优化气候
资源配置、强化风险预控、量化农产品生
长气象数据，气象赋能正成为实现乡村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的重要支撑。
咸丰白茶，是一种由绿茶变异而来

的珍稀茶种，它对温度敏感，只有在
19℃至23℃的冷凉气候下，
嫩芽才会呈现玉白透亮、
叶脉翠绿的“白化”现
象。而湖北省咸丰
县是典型的高山
冷凉型气候，雾多
寡 照 、雨 水 充
沛。在这样得天
独厚的生长环
境下，造就了咸
丰白茶“高氨低
酚”的独特品质。

2024年，中国
气象局对咸丰白茶实
施“气候赋能”行动。基
于气象站观测、卫星遥感及
精细化实况格点数据，综合分析茶叶
不同生长期的气温、降水、湿度、日照、
辐射等因子与品质的关系，计算得出其
气候品质指数等级为“特优”。“这种基
于气象条件的农产品品质定量评价，为
咸丰白茶贴上了优质气候农产品的标
签，显著提升了市场竞争力。”咸丰县气
象局局长李鑫说。

如今咸丰白茶种植面积达15万
亩，年综合产值突破20亿元。以茶为
媒，咸丰县积极打造“茶旅融合”新场
景：在唐崖土司城址推出“梦回唐崖·
茶境雅集”非遗展演，让游客沉浸式体
验采茶、制茶、品茶；坪坝营森林茶海、
麻柳溪茶海羌寨等景点，年接待游客
超百万人次。“四季游咸丰”正成为全
国茶乡旅游的新标杆。

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生
态服务室主任范晓青表示，通过规范
开展农产品气候品质技术评价工作，
深化农产品气候品质机理研究，对农
产品生育期数据、关键气象因子数据、
品质数据等进行量化分析，挖掘农产
品气候资源禀赋，为地方因地制宜利
用区域优势气候资源、创建农产品区
域品牌等提供科学依据，也拓宽了气

候特色农产品生态价值的实现路径。
“气候是天然的差异化资源。”中国

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
长胡向东表示，乡村休闲旅游高度依赖
气候和自然环境。除了要分析本地平
均气温、湿度、负氧离子等数据，精准定
位找到“气候长板”，也要用好区域气候
资源，推动“卖风景”转变为“卖气候体
验”，通过丰富旅游场景，让更多乡村
美、生态绿的IP变现。

康养融合拓新业态

气象旅游资源的魅力不止于自然
奇观和特色物产。冬暖夏凉的气候条
件，正助力多地打造康养旅游胜地。

气象康养是气象部门2025年度的
重点发力方向。“这是气象资源与健康养
生融合发展的新业态。”中国气象局公共
气象服务中心副主任陈辉介绍，气象康
养以丰富的气象资源、良好的自然生态
为主要依托，通过与医疗、文旅、生态、
农业、养老等产业融合，配套完善的康

养设施，旨在提升公众健康管理
水平，赋能大健康产业链。

为发掘优质资源，
气象部门从气象康养
属性（如温湿指数、
风效指数），生态环
境康养属性（如负
氧 离 子 浓 度 、水
质、森林覆盖率）、
康养活动配套属性

（如医疗、设施完备
度）三大维度对全国

气象康养资源展开调
查评价。结果显示，我

国大部分地区具备较好气
象康养资源，全国有69%的县

至少具备1种气象康养资源。
“根据调查研究结果，我们按气候

类型及活动场所或项目，确立了夏季
避暑型、冬季避寒型、日光充足型、森
林康养型、休闲度假型等11种特色气
候康养资源分型。”王秀荣表示，气象部
门正在把调查编制的《气候康养资源评
价技术规范》转化为行业标准，为各地
评估和开发气象康养资源提供指引。

当康养遇上气象，以气象赋能文
旅、引领文旅、保障文旅的生动实践正
在各地展开。

浙江磐安建立气象医养中心，对
负氧离子等气象条件进行实时监测，
为老年人提供伴随式气象医养服务。

贵州安顺提出“21℃的城市·360
度的人生”城市IP定位，大力发展避暑
康养产业。

河南洛阳嵩县通过打造“气象+全
季康养”融合场景，建立“春赏花、夏避
暑、秋养生、冬温泉”的康养体系。

“通过多维度、多层次的业态创
新，充分释放气象资源价值，满足人民
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品质化文旅
需求，推动气象与旅游产业协同高质
量发展。”熊绍员说。

吉林长白山天池吉林长白山天池

福建平潭岛福建平潭岛
蓝眼泪奇观蓝眼泪奇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