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身处快节奏的生活，我们总希望在

有限的时间里做更多的事情，将高效作

为热爱生活的衡量标准之一，殊不知，

赶路的速度越快就越容易丢失更多。

很多时候，过程往往比结果更重要，人

生如此，旅行亦如此。于是，越来越多

的人开始意识到要放慢旅途中的脚步，

关注旅行的价值。

区别于快节奏的打卡游，不做攻

略，“跟着感觉走”的打听式旅游因少了

条条框框的限制，变得更为随性和从

容。“虽然打卡式旅游能让我们事先对

旅行进行规划，但也很容易让人感到疲

惫和束缚。”在杭州读大学的小涵向记

者介绍了她的一次杭州古街巷之旅。

“上周末，我跟几个同学一起坐水上巴

士来到五柳巷，在江南的老街巷里，我

们决定走哪儿算哪儿，遇到路口就以抛

硬币的方式选择方向，实在找不着路了

就向坐在屋外晒太阳的老人打听，几个

热心阿姨还给我们讲起了这街弄的老

故事呢。”小涵说，平时她们都是去一些

热门的景点或街区，这一趟旅程只是一

时兴起的“无心之举”，但却让她收获了

许多惊喜。

与当地人交流互动，探寻只有本地

人才知道的独特风景、宝藏美食和特色

文化，沉浸式体验道地的风土人情⋯⋯

或许，这便是“打听式旅游”的魅力所在

吧。

另一位网友“芒果”在社交平台分

享了自己不久前的一趟旅程。“上个月

我和男朋友到丽江旅游，下了火车才发

现，我俩都没做攻略，这才被迫开启了

我们的首次‘打听式旅行’。”出租车司

机把他们载到了一家偏僻的凉粉店。

“原本我俩没抱多大希望，但没想到那

味道真是绝了，司机的推荐靠谱极了。”

她说，相比网上那些带着滤镜的“网红

打卡地”和“必吃榜”，当地人的推荐更

真实可信，不易“踩雷”。

在不确定中“感受当下”，这样的旅

行体验就如同开盲盒，或许，结果并不

会尽如人意，但过程也足以让人难忘。

这种沉浸式的深度游带给我们的愉悦，

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享受，更是一种心

灵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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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听式旅游
一场关乎品质与深度的旅游革命

业内人士提醒，线路自由、消费自由、

景点选择自由的“打听式旅游”确实能在

一定程度上给予游客体验感和新鲜感，但

暗藏其中的风险和隐患也不容忽视。

“比如消费风险。游客自行选择的景

点、酒店、餐厅，享受不到旅行社折扣不

说，还很有可能会被‘宰’。再就是遇到纠

纷等突发情况时，由于没有购买意外险等

旅游险，理赔起来就会比较麻烦，一般情

况下，游客也只能自认倒霉，自掏腰包了

事。”杭州某旅行社导游部经理告诉记者，

旅途中，一个靠谱的旅游咨询服务能最大

化地规避不必要的风险和隐患。

旅游咨询服务指的是向游客提供各

种与旅游相关的信息和建议的服务，内容

涵盖旅游景点、交通、住宿、餐饮、维权等，

它就好比是一位专业的“旅游规划师”，为

我们的旅途出谋划策。未来，个性化出行

方式或将更为普及，旅游咨询服务的重要

性自是不言而喻。

“目前，旅游咨询服务主要由独立的

咨询服务公司和地方政府成立的旅游信

息咨询中心提供。”主营出入境业务的浙

江某国际旅行社负责人告诉记者，由于两

方并不直接触达市场，其旅游信息或多或

少地存在一定程度的缺失，这也直接导致

了当前旅游咨询服务市场体系不够完善

的局面。

那么，手握景点、餐厅、酒店等一手旅

游资源且熟悉市场需求的旅行社，是否可

以提供旅游咨询服务呢？

对于这一设想，浙江省中国旅行社集

团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说，多数旅行社都

有将旅游咨询服务纳入散客游的接待服

务中，但这项服务的存在，主要还是以推

销旅行社自有旅游线路和产品的一种营

销手段，并不是实际意义上的大众旅游咨

询服务。若将它作为独立业务面向市场，

人员和收益都是难点。“怎么定价？产生

的收益又能否覆盖人员配置、平台搭建等

的支出？都是旅行社首要考虑的问题，这

也是最实际的问题。”他说，要将游咨询服

务的设想照进现实，实现旅游信息的精准

传递，还需要时间，也需要全行业的努力

和政策的加持。

旅游市场并没有“标准答案”，旅游

企业唯有顺应市场需求，因时而动，开发

出高性价比、深体验感的旅游服务与产

品，才有望在这场关乎品质与深度的旅

游革命后，大“游”可为。

不做攻略，不定计划，即时打听，走哪儿玩哪儿⋯⋯打卡式旅游热潮退去后，主打随性的“打听式旅游”开始受到年轻人青睐。打听式旅游又被称为“询问

式旅游”。旅途中，想吃什么、想玩什么、想逛什么⋯⋯全凭一张嘴实时打听来“吃喝玩乐”的鲜活资讯，主打一个“随遇而安”。

“老板，请问这附近有什么好吃的吗？”“师傅，您能推荐几个好玩的地方吗？”乍一听似乎有些不靠谱，但现实中，这已经成为一部分年轻人的旅行方式。

曾经热衷上网查询攻略的年轻一代，为何突然重返线下？从“打卡”到“打听”，是市场变了还是人变了？

市场动态

与中规中矩的家庭游、老年游不

同，当下，新奇的旅行方式已成为文旅

行业发展的新趋势。中国旅游研究院

与马蜂窝共建的自由行大数据联合实

验发布的《全球旅行“新玩法”研究报

告 2023》显示，“玩法”已取代目的地，

成为影响人们旅游消费决策的主要因

素。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下沉市

场用户的消费力和消费需求极速增加，

逐渐细分的文旅市场让旅行方式变得

多样，从而为旅游消费市场撬动起更多

的增量。“市场细分其实可以看作是一

个大的市场为满足不同的旅游需求，而

分解成许多个小市场的现象。”众信旅

游集团媒介公关经理李梦然说，随着大

众旅游需求日趋多样化，旅游产品和服

务供给也日益丰富。细分市场的快速

崛起，让旅行真正实现了说走就走。

网友糖糖留言，“今年的跨年夜，是

我有史以来最难忘的。”元旦假期，糖糖

预定了台州的一家位于山顶的网红民

宿，她准备跟几个小伙伴一起去跨年、

看日出。可由于行程临时出了状况，一

行人没能赶上预定时间。为了不错过

跨年，途中，大家只得向当地村民打听，

就近找了家民宿，看日出的计划也只得

作罢，“一切的沮丧在我们推开院门的

那一刻烟消云散了。”糖糖说，民宿的样

子就长在了她的审美点上，“这完完全

全就是我梦想中的童话小屋的样子，真

的太美了！”糖糖说，这是她的第一次没

有攻略的旅行，也是让她最惊喜的一

次。“这种不期而遇，就好像拆到了心仪

的礼物一样，太美好了！”

中国的旅游市场从不缺游客，所有

战略的根本还是得回归市场、回归游

客。在高度散客化、自助化的今天，每

个游客的画像都将被贴上更细分的标

签，旅游的意义也将被重新定义，旅游

市场能否与时俱进地进行服务创新，终

究是关键。

更下沉，更细分

游客需求 更理性，更从容

行业设想行业设想 更精准，更品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