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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
注关

露营基地遍地开花 
刚刚过去的周末，家住宝鸡高新

区的市民袁强带着全家人，来到渭滨

区高家镇上川村一处露营基地。当天

刚好是今年秋季久违的艳阳天，露营

基地里很多人都是全家出动。阳光洒

在泛黄的树叶上，袁强和妻子在帐

篷下烤肉，孩子在奶奶的陪伴下捡树

叶、荡秋千，一家人玩得好不惬意。袁

强说，周末假期去太远的地方旅游太

累，而到露营基地坐在帐篷下喝茶吃

饭，既能亲近大自然，也能吃好玩好，

让人觉得很放松。 

记者了解到，从 2022 年开始，我

市逐渐刮起了一股露营风。去年由于

受疫情影响，到近郊乡村游玩，成为

最安全最经济实惠的旅游方式，因此

露营红火起来。今年没有了疫情的影

响，这种轻松惬意的露营方式更加红

火，很多市民和袁强一样，在周末带

上全家人或者约几个好友，到近郊的

露营基地休闲放松。正是由于热衷露

营的人越来越多，市区近郊露营基地

迎来井喷式发展。今年 5 月份，市自

驾游及房车露营协会经过初步统计

发现，我市目前较有规模的露营基地

就达到了 60 多家，可以说露营基地

已经在我市各县区遍地开花。 

渭滨区高家镇上川村日兆山谷

营地是我市不少露营地发展的缩

影。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村地处

浅山区，树木茂密，山清水秀，自然

风光很美。过去每到夏季，很多市民

就带着帐篷到村上的林地里“野露

营”，虽然看似惬意，但会留下垃圾、

影响环境。后来在疫情期间，不少人

不能远游，于是在近处露营。外地很

多地方开始建设露营基地，一方面

为露营爱好者提供场地，另一方面

可以保护自然环境。上川村几位村

民经过考察和学习，在村集体经济

的入股下，很快建成了有 17 顶帐篷

的露营基地。露营基地从去年冬天

开始试营业以来，吸引了不少市民

前来游玩，今年夏季最火。秋季受天

气影响，人流量有所减少，但周末仍

有不少游客陆陆续续前来。  

天气变冷导致“淡季” 

露营虽然越来越火，但作为一

种户外活动，受天气和季节影响较

大。不少从业者表示，今年 5 月到 9

月，露营基地最火的时候游客爆满，

周末或者假期经常出现一位难求的

现象。但随着季节变化和天气变冷，

很多露营基地突然就“凉”了，客流

量明显减少。 

最近，凤县黄牛铺镇东河桥村

青野牧星人麓营地刚刚闭园。负责

人冯静告诉记者，今年秋季雨水较

多，最近气温也在下降，所以他们

决定闭园整修。冯静原本是一位导

游，疫情期间因为工作受到影响，

就回到家乡做农产品网络销售。去

年冬季，因很多人乘坐慢火车到秦

岭赏雪，让东河桥村一下子火了。

今年 5 月，在黄牛铺镇的支持下，

冯静与朋友一起建立了露营地。露

营地刚营业就比较火爆，这种局面

一直持续到 9 月，最火的时候一天

接待游客 600 多人，毛收入达 2 万

元以上。但中秋国庆假期之后，游

客明显减少。在旅游行业干了十年

的冯静认为，任何一种旅游方式都

会经历从火爆到“降温”的过程，这

都是正常现象。最近他们的露营地

虽然闭园了，但是相关工作并没有

停止。他们正在加紧和相关部门对

接，也在做一些提升村民旅游服务

意识的培训工作，就是为了做好准

备，今后更好地吸引游客。 

陇县固关镇上岔村因一座石桥在

网上“走红”，村上很快在镇上的支持

下建设了一处露营基地。该基地的经

营负责人谈亚兵告诉记者，陇县气候

较平原地区偏冷，加之今年秋季雨水

较多，实际上从9月后期开始，露营地

的人流量就有所减少。谈亚兵有着多

年旅游行业从业经历，他认为露营之

所以火爆，是因为满足了消费者远离

城市喧嚣、亲近自然的需求。但户

外活动受天气影响非常大，很

多以自然风光为景观的景

区也会受天气影响，这

并不算是真正意义

上的“降温”。在

谈亚兵看来，今年处于宝鸡露营经济

火爆的初期，目前还有很多露营基地

在筹建当中，以后的露营经济肯定

还会持续火热一段时间。 

除了受天气影响，有市

民认为我市的很多露营

基地都大同小异，第

一次去会觉得很

新鲜很有趣，后

面再去就觉

得没什么吸引力。市民林超是一位

户外运动爱好者，他从今年 5 月到

10 月，先后在我市太白县、凤县、千

阳县、渭滨区等县区多处露营地活

动过。他说现在不少露营地的经营

模式太过单一，都是一顶帐篷、一份

烤肉套餐和小吃套餐，帐篷种类相

似，套餐的食物和口感也没什么特

色，如果经营模式不能创新，露营经

济离真正的“降温”就不远了。 

不断创新助力“长红” 
露营经济如何“一直火下去”？

记者采访发现，不少从业者和相关专

业人士都认为，只有通过差异化发

展、不断创新经营模式，露营经济才

能保持“长红”。 

冯静告诉记者，每年冬季秦岭

慢火车赏雪都会给东河桥村带来

大量的客流。今年他们准备借

助秦岭冰雪游开发冬季露

营项目，比如推出雪地

露营、雪地吃火锅等

活动，再引导游

客通过网络团购当地的农产品，让

游客线上消费、线下体验，增加游

客对户外露营的新鲜感。为了延长

冬季冰雪游的时间，他们也正在尝

试使用造雪机来为露营地造雪，到

时白雪皑皑的露营地、冒着热气的

火锅，这种“围炉煮雪”的氛围肯定

会吸引不少游客。 

谈亚兵说，任何一种旅游项目都

需要不断创新经营模式，露营虽然是

个新鲜事物，但也需要经营者不断去

创新。他们计划明年抓住露营最火的

六、七、八三个月，每周都搞一些有特

色的活动，比如读书会、书法交流、茶

艺展示、户外KTV等活动，同时丰富

美食餐饮种类，以此来提升游客的露

营体验感。他们还在露营地种植了一

片向日葵，建起了果蔬采摘园等，这

样的自然风光肯定会吸引游客。 

作为一种新生事物，“露营经济”

正在经历“成长的烦恼”。宝鸡市自驾

游及房车露营协会会长李涛就认为，

城市周边游、近郊游是未来发展的趋

势，野外露营这种旅游方式将来肯定

会越来越火，而且会越来越成熟。如

今，我市露营热已经走过了无人管理

的“野露营”、建立露营基地这些初步

路程，现在需要不断提质升级，挖掘

每个露营基地的特色，走差异化发展

路线，才能维持露营地长久的运营和

发展。比如可以尝试与旅游、体育、文

化、康养、教育培训等行业相融合，这

样不但能提高游客的回头率，也能吸

引更多的“新鲜血液”注入。李涛还提

到，我市已经连续两年举办宝鸡十佳

露营基地评选活动，其中涌现了千阳

县千湖林海、渭滨区往南走·自由营

地、陈仓区钛途·野趣营地、太白县星

空秘境营地等一批有特色的露营基

地。今后我市也会对露营地的发展有

更多的规划，从而引领推动宝鸡露营

经济“长红”下去。

如何“长红”？如何“长红”？
露营经济

本报记者 周淑丽

一顶帐篷、一壶清茶，选一处风景如画的旷野，自己动手

围炉烤肉、煮火锅，如今这种露营方式在我市十分受欢迎。然

而，露营经济“蹿红”之后，能否“长红”？本报记者就此进行

了采访。 

发展露营经济  助力乡村振兴
周淑丽

如今，“拥抱乡野”的
沉浸式露营已成为大众休

闲旅游的新风向。而其中很多
新建的露营地都在乡村附近，对

当地农民的就业和乡村的发展起到
积极作用。笔者认为，今后要更积极地

发展露营经济，让乡村文化旅游焕发新的
生机，从而助力乡村振兴。

借力“露营热”，为乡村聚人气。近年来，农
村环境越来越好，但村里的年轻人却有所减少。露

营作为一种时下热门的休闲旅游活动，对年轻人的吸
引力很大。“露营热”带来的人气，可以让年轻人更好地

发现乡村的美，看到乡村未来发展前景和产业潜力，从而
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关注农村、建设农村。我市不少新建的露营

基地是村集体经济的一部分，正是对乡村发展成就的展示。露营

经济带来的庞大“流量”，不仅可以正面宣传乡村，也能促进乡村建
设提档升级，不断从“提颜值”向“修内涵”迈进，从而助推农村人居
环境更优、更美、更有“内涵”。

探索“露营+”，助力农民增收。笔者在走访中发现，目前建立在
乡村附近的露营基地，都不同程度为村民增加了就业岗位。然而露营
活动受季节影响较大，且用工人数较少。要充分挖掘“露营热”助力农
民增收的作用，就要不断探索“露营+”的新模式。如发展露营+ 亲子
游、露营+ 民俗研学游、露营+ 农耕体验等活动，带动乡村民宿、采
摘、生态养殖等产业发展，为当地农民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和增收渠
道。同时还可以尝试“露营+ 农产品销售”，通过线下线上联动的方
式，引导游客在露营地品尝、购买农民自产自销的农产品，从而助力
农村特色产品销售和宣传。

随着人们对休闲游越来越青睐，露营经济必将会持续火下去。相
关部门应当抓住这一机遇，提升乡村旅游的基础设施，不断创新经营
模式，让露营所带来的“流量经济”更好地转变为“留量经济”。

陇县固关镇的露营基地风景如画

东河桥村露营基地自开业以来吸引了不少游客“打卡”（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