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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游客近日在拉萨布达拉宫附近
的一家酸奶坊。（张汝锋 摄 新华社发）

“城市漫步”走红专
题

北京的中轴线、上
海的武康路、成都的宽
窄巷子、厦门的山海步
道……或是独自一人品
味市井繁华，或是三五
好友共赏人间烟火，城
市漫步 （City Walk） 正
在成为年轻人的新宠。
据不完全统计，过去一
年某社交平台的用户已
经 walk 出了 32 万公里，
相当于绕地球8圈。

有人考据称，City
Walk 发源于英国伦敦，
意指几个人在专业领队
的带领下，以徒步的方
式，围绕城市街道，游
览 旅 游 路 线 ， 再 从 历
史、地理、人文等各方
面，了解一座城市的文
化底蕴。乍听起来是个
洋气的外来事物，但细
想之下不就是我们老一
辈常说的“轧马路”或
者“遛弯儿”么。稍有
闲暇时，尤其是午餐晚
餐之后，许多长辈都会
在附近走一走。散步距
离 不 见 得 长 ， 既 可 消
食，也能略作休憩，顺
便还体察了一番周遭风
景，好不乐哉。

相比于老一辈的生
活习惯，如今年轻人的
City Walk，当然也有几
分新意。在漫步中探寻
街市巷陌，正被视为

“深读”一座城市的方
式。一则，对很多新市
民来说，每天上班下班

“两点一线”，就像被困
在“水泥森林”，对所
居之城，甚至是“家门
口”也缺乏了解；而通
过City Walk，感受漫步
的快乐、找回“消失的
附近”，也是在与社区
建立连接、与城市的历
史传统展开对话，从而
获得更多精神层面的城市认知与归属感。
二则，去往其他城市旅游时，打卡传统景
点的热情逐渐退去，许多人更愿意穿梭在
城市的边边角角，浸润于大街小巷的市井
烟火，更深刻地感知城市的风貌与底蕴。

人们“深读”城市的需求日渐旺盛，
城市也需要提供更为精巧的漫步空间。就
目前的热门路线看，或是挖掘文化，徜徉
在弯弯绕绕的胡同里，古色古香的老北
京风貌随即铺陈展开；或是品味风貌，
漫步在上海“梧桐区”，花园洋房、文艺
小店，申城文化风韵让人流连；或是纵
享悠闲，“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走过

“玉林路”“小酒馆”，“直到所有的灯都熄
灭了也不停留”；或是亲近自然，逛逛福
州的城市森林步道“福道”，满眼皆绿，
所见皆景……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度挖
掘城市故事，构建流畅的漫步体验，将文
化底蕴、悠闲气息、生活美学等搬到街
头，人们就能通过徒步旅行打开城中的

“诗与远方”。
有人喜欢周密规划、依序打卡，有人

喜欢随兴所至、信步漫游，可能一千个人
就有一千种“城市漫步”的打开方式。也
正因悠闲随意，City Walk对城市精细化治
理的要求更高。在旅游形象的构建上，如
果说过去只需专注于热门景点，那么如今
精细治理的笔触就得渗透到城市的每一寸
肌理。放眼全国，许多城市的发展，都在
由外延扩张式向内涵提升式转变。漫行探
索看的是种种城市风景，亦是人在城中的
宜居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City Walk所
需与城市治理精细化是同向的。把城市打
理得更加精致耐品，也许“城市漫步”就
会成为又一次破圈良机。

（杜梨，载《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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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六，北京白领朱星临
时起意，和朋友来了一场城市
漫步。他们从西城区的北京鲁
迅博物馆开始“溜达”，途经
白塔寺、历代帝王庙，到达广
济寺，结束了一天的行程。

在白塔寺里的文创商店，
朱星给自己挑选了一枚冰箱
贴，给外地的朋友邮寄了特色
明信片，在鲁迅博物馆喝了创
意咖啡，在沿途饭馆吃了午
饭，加上两处古建筑景点的门
票，一天下来，人均有200多
元的消费。“都说城市漫步是
不用花钱的快乐，但途中有吸
引人的消费，我也愿意为之买
单。”朱星坦言。

今年夏天，在北京，与白
塔寺相关的城市漫步话题热度
十足。众多漫步者纷至沓来，
极大带动了周边消费。在白塔
寺文创商店，前来打卡消费的
游客源源不断，结账处经常排
起长队。同时，周边的咖啡馆

也经常“一座难求”，还有几家刚开业或即
将开业的咖啡馆瞅准商机，将自己打造成
漫步线路中的休憩节点和白塔瞭望的拍照
点。

记者了解到，在各大城市中，漫步者
大多热衷于“串联式”的旅游线路。线路
中，除了地标景点，沿途通常还会有当地
特色美食、饮品店、文创商店、书店等众
多生活化的消费场景。

与传统旅游相比，城市漫步的消费
显得更加自由、随性和多元：随心选择
两三处步行可达的景点，走累了进咖啡
店坐坐，饿了去小吃店补充能量，途中
被精致的文创商店吸引，驻足逗留也是
一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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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营销洞察联合同
程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旅
行消费趋势洞察白皮书
（2023 年 版） 》 显 示 ：
“2023 年旅游趋势逐渐向
小众独特、自在松弛、未
知惊喜、深度在地四个方
面发展。”可以说，城市漫
步正是当下消费者的旅游
需求的一个集中体现。

针对上述消费需求，
虽然已出现不少旅游产
品，但愿意“付费遛弯”
的群体目前仍是少数。一
些消费者表示：“几十元的
可以考虑，超过百元就觉
得不值。”

目前，城市漫步在国
内依然是个“小而美”的
新业态。有专家提出，城
市漫步应持续实践和创

新，以满足消费者多样需求。这样才
能真正成为一种推动消费升级的力
量，而不只是短期热门现象。

目前，国内不少城市已着手推广
本地漫步路线。北京市文旅局推出30
条“漫步北京”系列主题线路，济南
文旅集团推出“City Walk 漫游泉
城”系列旅游产品，陕西省文旅厅官
方微信号推荐“西安City Walk”路
线……暑期以来，多地文旅部门纷纷

“下场”推荐漫步线路，更好满足消费
者城市漫步需求。

当前，文旅部门推出的线路大多
是免费的，具有公益性质。南京旅游
职业学院副教授卢凤萍认为：“城市漫
步要协调好公益与经济的关系，既要
将其视为探寻和传播城市文化的社会
活动，提供免费的便利性服务，展现
城市风采，又要通过城市漫游促进消
费市场复苏，有序推动新文旅新消费
的增长。”

（张千，载《工人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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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游客边走边买，串联众多消费场景；
商家机构纷纷入局，深挖需求释放消费潜力——

城市漫步,“走”出消费新时尚

从北京的皇城根遗址出

发，一路向南漫步到东交民

巷；从广州淘金地铁站外的港

风隧道、华侨新村的壁画墙，

边走边拍到达广州艺术博物

馆；从上海静安寺走到中山公

园，感受老洋房和网红店的新

老元素碰撞……

今年，一种名为城市漫步

（City Walk） 的 旅 游 方 式 火

了。打开社交媒体和短视频网

站，随处可见与之相关的攻略

和分享。通过慢节奏的徒步方

式，市民游客串联起城市的地

标建筑、知名景点、餐厅店

铺，在愉悦身心的同时，这一

新的时尚风潮也为城市消费开

拓出新的场景。

从“特意消费”变成“顺路消费”，漫
步者们不经意间为城市消费打开了新的思
路和场景。随着城市漫步概念的流行，商
家、旅行社等争相入局，推出相关的小型
旅游产品。这些旅游产品的费用在几十元
至百余元不等，每次活动人数大多控制在
20人以下。

记者了解到，以展览、历史文化建筑
为主题的城市漫步线路，大多配备了专业
的讲解师，满足部分游客对游览深度的较
高需求。有游客表示：“从某种角度来说，
这算是一种‘知识付费’。”

相比独自一人或三两好友自发成行，城
市漫步具有更强的社交属性，对年轻人等群
体很有吸引力。抓住消费者社交需求，一些
城市漫步组织方将结束地点定在周边的咖啡

馆等场所，游客可自愿选择是否继续“边喝
边聊”，费用平摊。一趟行程下来，志趣相
投的人自然结成了未来的“逛街搭子”。

自媒体博主睿禾平时从事展览策划工
作。最近，他当了一次线下城市漫步的领
队，带领17名游客在北京798艺术区边走
边逛，讲解人文历史变迁，科普艺术展览
应该如何看。睿禾向记者介绍说，那次活
动中，漫步者里有机械工程师、牙医、中
学语文老师，虽来自不同行业但同样热爱
艺术的人成了朋友，有人相约下次再来参
加他带队的其他活动。

据平台工作人员介绍，除了基本的路
线设计和引导陪伴，有的商家还顺势推出
了包含官方摄影、深度讲解等专业服务的
产品，也受到市场的欢迎。

深挖消费需求，释放消费潜力

新闻链接

城市漫步：消费选择也需谨慎

游客近日在杭州市南宋御街步行街游玩。（江汉 摄 新华社发）

作为一种新型旅游方式，“城市漫
步”开始在社交媒体上走红。不少网友
在平台上晒出了自己的路线图，相关的
笔记已经超过40多万篇，浏览量超过
6000万。不过，在“城市漫步”的过程
中，一些隐形收费、领队资质等问题也
同样引发了热议。

不同于传统的打卡式旅游，“城市漫
步”并不需要大费周章地定线路、做攻
略，但也并非完全漫无目的。某网络平
台数据显示，今年6月以来，“城市漫
步”相关产品的订单，快速增长。但与

此同时，网络上也出现了不少争论。比
如不交报名费，却在途经点购买高价食
品、纪念品等隐形收费，以及领队不具
备带队资质等问题。

律师表示，如果提供交通、住宿、
餐饮、游览、导游或者领队等两项以上
旅游服务的旅游产品，就需要相关组织
具备企业法人资格，还要有固定的经营
场所、必要的设施和导游。另外，还需
要办理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而且个
人不能从事经营性的旅游业务。

律师认为，如果是小范围内，几个

熟悉的朋友一起相约凑钱玩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经常性地安排活动，比如向社
会公众征集报名，并且收取一定的费
用，组织“城市漫步”爱好者去一些需
要缴费的场所打卡的话，这属于盈利收
入，属于盈利活动。这个需要有证经
营，否则涉嫌无照经营。

对于购买此类服务的消费者，律师
强调，要注意甄别网络上的虚假信息，
关注自身的财产安全和人身安全，避免
被骗。

（载《吉林日报》）游客近日在武汉市汉口老城核心区域
吉庆街漫步。 （伍志尊 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