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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营火爆 潮流背后有哪些隐忧

������四川省成都市彭州市新兴镇的海窝子古镇
紧邻湔江， 是成都周边比较热门的网红露营地。
“五一”假期，记者实地走访发现，河堤上、河滩边
停满了车辆，帐篷、天幕一个挨着一个，绵延数公
里，有的帐篷甚至直接扎在了河道里。

记者走访北京、成都等多个绿地公园、露营
营地时看到，一些平整的草地、河滩上，“长满”了
各式各样的帐篷，便携式桌椅是标配，桌上摆满
各种食物和酒水饮料，有些还有烧烤架、炊具。

“露营进入大众化时代，仿佛一瞬间，每一块
草地上都‘长满’露营人。 ”一位业内人士表示，如
果说去年“五一”是格子野餐垫的天下，今年就是
营地帐篷的世界。

一些提供相关服务的露营机构表示，假期出
现了一席难求的情况，有的预订营地的订单已经
排到了五月底，“赏花+露营”“房车+露营”“旅
拍+露营”，名目各异，都受到热捧。

据携程数据显示，“五一”小长假，露营旅行
订单较清明假期增长了 5倍。 去哪儿网数据显
示，4 月以来， 平台上露营相关词汇搜索量同
比去年增长 2.5倍， 是 2020年同期的 4倍，今
年露营相关产品（住宿、出游）预订量是去年的
3倍左右。

成都市民包明年初就购置了露营装备，每到
周末都会约几家人组队去户外露营。 “从一开始
只是简单地摆个椅子、小桌子喝茶，到后来搭帐
篷、带着炊具做饭，再到现在在户外住一晚，露营
方式不断变化，装备购置也越来越多。 ”包明说。

记者调查发现， 近两年疫情防控常态化，不
少城市号召“非必要不离市”，越来越多的人选择
露营。 不少露营者表示，露营过程中更能体验到
亲近自然、亲朋好友其乐融融的感觉。

艾媒咨询发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至 2020
年中国露营营地市场规模从 77.1亿元增至 168
亿元，复合增长率 13.9%。 2021年露营营地市场
规模快速增长，增长率达 78%，市场规模达 299
亿元，预计 2022年市场规模将达 354.6亿元。 有
三成消费者在露营装备上会花费 3000 元至
5000元，有 18.4%的消费者会花费过万元。

几乎有草地的地方
都“长满”露营人

������记者调查发现，朋友圈精致美
好、 高端大气的露营照片背后，一
些问题值得关注。

不少专业露营爱好者表示，突
然遍地开花的露营带来的最大影

响是环境破坏、污染问题突出。
在成都市彭州市海窝子古镇

网红露营地，记者看到，湔江流经
此处时河道变窄，河滩平缓裸露，
周围植被茂密。据当地老乡说，每
到周末或节假日， 河滩上都会挤
满一顶顶帐篷， 假期结束游客散
去，总会留下一地垃圾，甚至还有
露营者将各种废水、 残渣直接倒
入河道。

除了专业的露营地， 多数人
都是选择近水、草地平整、植被较
为茂盛的区域露营。 记者调查发
现，在一些城市公园，部分植被损

毁严重，露营产生大量垃圾，有些
还直接污染水域。

在北京南六环的“双鹰营地”，
记者看到，露营地部分区域已经明
显沙化，临近的湖面上漂浮着不少
垃圾。 在郊区一些露营地，垃圾随
处可见，烧烤过的竹签、一次性餐
盘等散落一地。

一位露营爱好者告诉记者，
专业露营地各种配套设施包括公

共厕所、 垃圾收集处理比较完善，
但现在很多人都是在郊外随处找

一块平整的草地就扎上帐篷了，没
有任何配套设施，随手扔垃圾的现
象比较多。

此外， 露营带来的安全风险
值得警惕。不少露营者喜欢动用明
火，烧烤甚至做饭，安全隐患较大。

在北京市区、郊区一些公园、

河滩边，不少露营者支起烧烤架烤
串，现场烟熏火燎，不时有火星冒
出。在南四环的槐新公园，记者看到
有游客在树林里烧烤，林下地面上
堆积了不少杨柳絮，一旦用火不当，
极易发生火情。

记者在北京怀柔区一处专业

露营地看到，营地专门开辟了自助
烧烤的区域，有专门的工作人员生
炭火、准备食材，确保用火安全。

“‘无痕露营’的户外环保理念
还没有普及， 这种理念要求参与
露营的人提前计划准备， 在可耐
受地面进行露营， 妥善处理垃
圾， 尽可能保持自然原貌， 减少
野外用火对环境的影响， 食物残
渣包装起来带走， 减少使用肥皂
清洁剂。” 成都资深户外探险爱
好者申威说。

������逐步大众化的露营带火了
相关产业 。 天眼查数据显示 ，
近 5 年来， 我国露营相关企业
注册数量快速增长， 其中 2020
年新增 9100 余家 ， 2021 年新
增 2 万余家。 2022 年以来， 已
有超过 7000 家露营相关企业成
立。

业内人士表示 ， 作为新兴
业态 ， 露营行业问题也不少 。
网红营地同质化严重、 宣传图
片和实际严重不符等吐槽屡见

不鲜。 记者随机采访不少露营

者， 不少人反映环境和宣传相
差太大， 有的配套差， 体验不
好。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

究所助理研究员宋煜说， 露营
满足了民众的休闲需求， 但下
一步应该进行规范， 引导行业
健康有序发展。 对缺乏资质的
经营性露营场所予以处理和整

改， 加强对营地在设计、 经营
上的规范， 对破坏、 污染环境
等行为加强监管。

厦门大学旅游与酒店管理

系助理教授余及斌说， 露营经
营场所应提升综合服务水平 ，
同时在保护公共资源的前提下，
划定可供露营的区域范围， 适
当收费用于露营地维护和清洁。

宋煜表示， 可以适度开放
公园绿地等露营空间， 加强空
间管理和维护工作， 建设相关
基础设施和消防等应急处置设

施。 同时要加大户外环保意识
的宣传， 明确露营活动的各类
规则， 培养与大自然和谐相处
的责任意识。 （据新华社电）

潮流背后有隐忧 破坏环境、污染问题突出

相关产业发展迅速 规范管理让露营健康发展

刚 刚

过去的““五一””
假期 ，，露营火了 。。
在全国很多地方，，露
营地、、河湖边、、公园里，，
各式帐篷密密匝匝，， 有的
露营地甚至一席难求，，市场规
模猛增至百亿元级别。。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
部分露营者选择不具备基础

条件的地点露营，， 由于缺
乏专业的规范引导 ，，产
生了植被损伤、、环境
污染、、用火隐患等
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