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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追评

中式旅游方式火热，县域旅游准备好了吗
丁慎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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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谈巷议

图说世相

不妨将观赏“超级月亮”
打造成天文科普课
徐剑锋

自媒体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在遇到自己不懂的问题时，第一反
应就是在网上找“博主攻略”。可很多人发现，“查来查去，越查越焦虑
……”记者调查发现，焦虑背后是有些博主和商家刻意诱导，为的是积
累流量以便带货赢利。 9月18日《北京晚报》

中秋小长假收官，多家在线旅游平
台发布的中秋假期旅游总结显示，今年
中秋虽然以短途游为主，但游客对于身
边目的地的探索欲望显著增强，游览时
长较端午小长假有所延长。除了回乡团
聚外，赏灯看烟火、泛舟赏月、汉服游园
等中式旅游方式火热，亦体现了当代人
对节日传统习俗愈发深厚的情感。

9月17日上观新闻

综合媒体报道，这个中秋小长假的
中式旅游，不管是回乡团聚，还是他乡
赏月、游园，乃至网络社交平台上“找月
亮搭子”话题火热，目的地大多都是县
城。

事实上，县域旅游早就有火起来的
火苗。美团发布的《2024 年轻人县城旅
居报告》显示，与“县城旅游”相关的关
键词搜索量同比增长558%、大众点评评
论及笔记条数同比增加100%；县城70%
的异地订单消费者是20岁至35岁的年
轻人。

全国县域旅游研究课题组等发布
的《全国县域旅游发展研究报告 2024》
显示，2023 年，全国 1866 个县域旅游总
收入平均值、接待游客总人数平均值，
同比分别增长了41.19%、35.18%。

今年中秋中式旅游方式火热，只不
过因为“月是故乡明”，让县域旅游的火
苗显得更亮。

年轻人为何青睐县域旅游？
近年来，悦己消费、乐活消费、国潮

消费、人设消费等一系列新名词的出
现，彰显出消费越来越向满足人们精神

层面需求迈进，而传统文化恰恰就是人
们精神需求的最大供给源，县城则是最
典型的代表。对当下的年轻人来说，不
管是从县城走出来的“小镇做题家”时
刻怀有对家乡的惦记，还是出生在大城
市的年轻人寻找父辈在县城的根，人们
对疗愈价值、情绪价值的追求，注定了
县域旅游会越来越火。

另一方面，县城文化日益得到弘扬，
高铁直达县城，村村通公交，县域基础设
施建设已日益完善，拥有足够的接待能
力和条件，都为县域旅游打下了基础。

在这样的背景下，县城准备好了
吗？

从目前看，至少一些县城还没有足
够的准备。一方面，同质化是县域旅游
最大的问题。这就需要县域一定要突出
当地文化，将本地的特点与潮流文化相
结合，去挖掘和重塑当地的旅游资源，
提供更多的情绪价值。比如，今年中秋，
乌镇重现“走月亮”习俗，游客可穿着汉
服提灯走桥、月下畅游，周庄古镇推出
灯彩主题游船，拈花湾推出戏剧生活节
……

另一方面，则要补齐基础设施短
板，持续优化公共服务，保持住高性价
比优势，提供更称心更多元的消费环
境。同时，对越来越多下沉县域的消费
业态，县城也要指导其镶嵌进县域文化
的风情。

总之，当前中国已步入大众旅游时
代，县域旅游发展空间不可小觑。从中
式旅游方式火热看，活用县域文化则是
更为关键的因素。

9月17日是中秋佳节，天公作美，
傍晚天气晴好，一轮巨大的圆月早早挂
在了甬城上空。9月18日晚上，本年度
最大的“超级月亮”也将现身。中秋月与

“超级月亮”联袂出现，这可不常见。
9月18日《宁波晚报》

“超级月亮”高挂夜空，当我们抬头
仰望时，除了可以欣赏到美轮美奂的天
文奇观外，更激发了遨游太空的无限激
情和灵感。

观赏“超级月亮”，不仅仅是一次视
觉盛宴，更应成为一场天文科普盛宴。
在人们赏月之时，能激起对天文知识、
科学探索的兴趣，从这个角度来讲，我
们应该借助这样的“天赐良机”，既要搭
建观测平台，还可组织天文科普活动，
让人们对自然现象的认知水平有一个
普遍提高，在普及科学常识中共同揭开

“超级月亮”的神秘面纱，这对培养公民
的科学素养是大有裨益的。

手头有一组数据，是第十三次中国
公民科学素养调查结果显示，2023年我
国 公 民 具 备 科 学 素 质 的 比 例 达 到

14.14%，虽在逐年提升，但与仍有很大提
升空间。且不说科普场馆十分有限，并
限于公众开放日的“应景”展示，就说许
多科普内容也很是陈旧，呈现方式呆
板，要么局限于“展板当家，专家坐诊”，
要么满足于坐在电视机前看看画面、听
听解说。除此之外，不少人获知科学知
识的渠道，要么来自于小道消息，要么
来自不良互联网的信息，这与真实情况
相差了十万八千里。

“超级月亮”虽然只有短短几个小
时，但由此激发的仰望天空热情却值得
永久珍视。我们在为“超级月亮”感到惊
叹的同时，更加关注的是，这股“逐月
热”能否对“科普热”产生巨大的推动作
用，能否带来持之以恒的科学正能量。

“超级月亮”难得一见，但科普永无
止境。提高全民科学素养，必须改良科
普的社会土壤，既注重理念革新，更崇
尚形式创新，从而使每个公民在心灵深
处，根植爱科学、讲科学、学科学、用科
学的追求和理想。弘扬科学精神，传播
科普知识，家庭、政府、社会，和我们每
个人，大家都责无旁贷。

三江热议

9月 17日是中秋节，家住宁
波市余姚泗门镇后塘河社区丁家
路的符惠英阿姨回忆起3天前和
邻居拼桌吃饭庆中秋的温暖情
形，仍感慨不已：“整整10年了，我
们10多户人家，年年都在中秋一
起‘拼桌’赏月吃团圆饭，邻居已
处成了亲人……”

9月18日《宁波晚报》

中秋佳节，是团圆的象征，是
阖家欢乐的时刻。而在这个特殊
的日子里，余姚后塘河社区的丁
家路上，却上演了一出别样的中
秋盛宴——“拼桌”过中秋。符惠
英阿姨和她的邻居们，已经坚持
了 10 年的，年年都在中秋一起赏
月吃团圆饭。这样的情景，不仅让
人感叹：邻里和谐，已处成了亲
人。

“拼桌”的背后，是深厚的邻
里情。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中，人
与人之间的距离似乎越来越远。
然而，在符惠英阿姨和她的邻居
们之间，却因为这份特殊的“拼
桌”传统，拉近了彼此的距离。每
年的中秋节，他们都会不约而同
地聚在一起，一起准备食材、布置
餐桌、共享美食。这种独特的团聚
方式，不仅仅是为了庆祝节日，更
是为了增进邻里之间的感情。

“拼桌”的过程，也是交流的
过程。大家会分享自己的家庭情
况、生活琐事、工作心得等，让彼
此之间的距离更近。在这样的交
流中，人们可以释放内心的压力，
找到情感的共鸣。而这一切，都源
于对邻居的信任和尊重。

“拼桌”的寓意，是和谐与团
圆。中秋节是一个团圆的节日，而

“拼桌”则是一种特殊的团圆方
式。在“拼桌”的过程中，大家共享
美食、共享快乐。这样的团聚方
式，不仅让人们在节日里感受到
了温暖和快乐，更让人们体会到
了和谐与团结的力量。

“拼桌”过中秋，更是一种文
化的传承。这样的传统，让人们能
够在节日，通过这种特殊的“仪式
感”，感受到文化的魅力和力量。
符惠英阿姨和她的邻居们，不仅
自己坚持“拼桌”过中秋，还鼓励
更多的人加入到这个传统中来。
这样的传承，让“拼桌”过中秋的
传统得以延续，也让邻里之间的
感情得以加深。

“拼桌”庆中秋，让我们感受
到了邻里之间的温暖和关爱。我
们应该珍惜这样的邻里情谊，共
同维护和谐的社区环境，只有我
们每个人都努力和付出，才能让
我们的社区更加美好和谐。

“拼桌”过中秋
邻里和谐的“花好月圆”
郭元鹏

别被“焦虑营销”牵着鼻子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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