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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个帐篷，三五好友夜宿野营；漫天繁星，一家人悠闲
品茗……露营具备“新消费、新场景、新体验”的特点，因而
备受市民、游客青睐，逐渐成为周口“火出圈”的旅游业态。

金秋时节，景色怡人，正是露营的好时候。在曲水林语
露营基地、沙颍半岛景区、颍水晓畔农场等露营地，活力四
射的“露营经济”释放出更大的消费潜能。 在“露营 +”的带
动下，我市整个文旅产业链正焕发出新的朝气和活力。 那
么，今年“露营经济”为啥这么火？ 呈现出哪些特点？ 连日
来，记者走访我市部分露营地，实地体验露营的魅力。

核 心 阅 读

露 营 地 各 具 特 色

曲水林语露营基地位于商水县邓城镇张湾村，充分利用了
60 余亩杨树林及荒滩。 一汪河水将整个营地揽入怀中，远观河
流静谧深远，近赏浅滩蒲草丛生。

傍晚时分，红砖火塘生起篝火，超市和酒吧人来人往，人们
在露天舞台载歌载舞，尽情释放……“在欢声笑语中，我觉得往
日的疲惫一下就烟消云散了，压力也得到了释放。 ”来自漯河的
游客秦女士告诉记者。

夜幕降临，璀璨的氛围灯是营地一大亮点。 草地上随风摇
曳的萤火虫灯、风车灯、芦苇灯与漫天星光遥相呼应，浪漫唯
美。脚下连片的麦穗灯，使人仿佛置身于金灿灿的麦海。园区万
千灯火璀璨，柔和的灯光打在身上，仿佛置身于漫漫星河。 据园
区工作人员介绍：“园区的 LED 灯不但能解决照明问题，还能增
添夜间景观，吸引更多游客留宿。 ”

“金秋露营，可以尽情呼吸新鲜的空气。 这里环境优美，随
便按下快门都能拍出一张张美景。 帐篷分布得错落有致，既保
护了游客的隐私，又可以很好地欣赏美景，推荐大家前去体验
游玩。 ”游客曾先生对曲水林语露营基地赞不绝口。

颍水晓畔景区位于淮阳区新站镇，紧邻沙颍河，分为驿站
和休闲农场两部分， 休闲农场包括房车露营地和特色采摘园。
该景区推出农旅融合、文娱互动、民宿体验、沉浸式研学等休闲
项目，打响了露营特色旅游招牌，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在颍水晓畔景区， 青青的草地上散落着一顶顶洁白的帐
篷，三五成群的年轻人在帐篷下吹着凉风、唱着歌，好不惬意！
烧烤的“滋滋”声、锅碗碰撞的“叮当”声、人们的谈笑声，汇成了
秋夜最美的交响乐。 “这里有蓝蓝的天空、清澈的河水，可以露
营、可以烧烤、可以观景、可以垂钓、可以采摘。 我是和家人一起
来的，在这里度过了一个被爱包围的 18 岁生日。 ”游客小王高
兴地说。

沙颍半岛景区位于西华县李大庄乡，在抖音平台上，它位
列周口市景点收藏榜第三名。 该景区空间承载量约 3 万人，园
区依托沙颍河自然美景，着力打造高标准、高规格的露营基地。
休闲露营区设有帐篷营地、烧烤火锅、天幕篝火、露天电影、树
屋民宿、鸟巢咖啡屋、红沙滩、桃花岛等多个功能区；亲子游乐
区内设蹦蹦云、丛林穿越（魔网）、大型滑梯及其他无动力亲子
游乐项目。 园区各类设施齐全，能满足休闲娱乐、时尚打卡、团
建会议、自助餐饮等不同需求。

“这里简直就是一个天然的氧吧，是回归大自然的好去处，
适合野餐、团建，也适合带孩子来玩，我已经是第二次来了。 ”游
客高女士说。

装 备 选 择 学 问 大

在周口文昌万达广场骆驼专卖店， 工作人员刚为一名消费
者推荐完冲锋衣，又忙着向另外一名消费者介绍帐篷的功能。

“秋季露营的游客显著增多，店里的冲锋衣、户外鞋根本不
愁卖，不少款式已经断货了。 ”该店工作人员表示，他们主要售卖
“露营+户外装备”类产品，包括冲锋衣、户外鞋、帐篷、睡袋、天
幕、折叠桌椅等，产品性价比高、舒适耐用，深受消费者青睐。

市民柳蕾喜欢设计别致的露营装备，露营地、电商平台、户
外产品专卖店，都是柳蕾购买装备的渠道。 “在骆驼专卖店能把
露营服饰购齐，带上我的露营椅、炊具和小配件，周末就去沙颍
半岛景区露营，想想就很美。 ”柳蕾专门来购买露营服饰，为周末
露营做准备。

据介绍，根据使用场景和功能的不同，露营装备可以分为睡
眠、照明、收纳、家电等类别。 例如，电烤盘、热水壶、音响等装备，
都属于家电类。

市民刘女士表示，选择露营装备的学问很大。 “第一次露营
时，为了吃烧烤，我带了炉子和炭火，携带很不方便。 如今，我更
喜欢带电烤盘，一拧开关就可以用，能烤更多食物。 露营时，最好
自己带一套装备，比在露营地租着划算多了。 ”她告诉记者。

除了基础装备， 露营爱好者对提高露营精致度的用品需求
大大增加，如角旗、风铃、咖啡壶等产品，除了实用性之外，还承
担着打造精致露营氛围感的“重任”。

在社交平台上， 有不少玩家喜欢分享如何用低成本打造精
致的露营美学场景。 无论是用装饰条、煤油灯营造温暖浪漫的氛
围，还是用吊床丰富小空间，或者用小风铃打造空灵感，每一个
带有露营氛围感的场景，都离不开若干装备的“配合”。

“ 露 营 + ” 大 有 可 为

在元野露营餐厅，游客在露营氛围中享受美食；在沙颍半岛
景区，游客伴着扑鼻的茶香，在露营休闲之余体验围炉乐趣；在
周口野生动物世界，游客在露营的同时，还可与野生动物近距离
接触，体验别样乐趣……

据业内人士介绍，“露营热”的兴起，在资源端依托于旅游休
闲行业丰富的户外资源， 在装备端承接于旅游休闲行业长期积
累下来的大批量制造能力， 在运营端接壤于旅游休闲业完备的
整合资源和对接市场的产业能力，需求端与供给端的双向拉动，
形成了新的消费增长点。

文化与旅游融合，自然与潮流同频。 在衣食住行、社交休闲
等多元消费场景中，越来越多人更渴望亲近自然，露营较好地满
足了这个群体多元、个性的消费需求。 “露营热”的兴起，是亲子
游、乡村游等活动的“露营化”衍生。 “露营经济”也成为透视乡村
旅游的一面镜子。 “露营经济”繁荣的背后，是消费者能力、习惯
的塑造和提升，是产业资源和能力的重新调适，这些变化将赋予
旅游业新的内涵和生机。

“露营经济”的蓬勃发展，也衍生出了多种“露营+”新玩法。
要让“露营经济”具有持久的吸引力和生命力，必须持续不断地
打造更丰富的产品矩阵。 在如今的露营市场上，“露营+景区”“露
营+民宿”“露营+研学”“露营+骑行”“露营+音乐”“露营+采摘”
“露营+集市”“露营+农家乐”……不断衍生的新业态，让露营与
越来越多的产业融合发展。 通过露营寻找“诗和远方”，快速发展
的“露营经济”背后，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2022 年 11 月，文化和旅游部等 14 部门印发《关于推动露营
旅游休闲健康有序发展的指导意见》，支持经营性露营营地有序
发展，做大做强露营旅游休闲上下游产业链。 露营持续为乡村振
兴增加亮点，具备优质自然资源的乡村，“露营经济”大有可为。

采访中，不少露营爱好者表示，露营本质上还是一种户外活
动方式，目前需要对其内容进行补充。 在露营的基础上，应发展
其他周边配套项目。 同时，可将“露营+”与地域特色、风土人情等
结合起来，针对不同人群，打造具有吸引力的露营项目，发展差
异化行业新生态，避免同质化竞争，只有这样，才能留住回头客，
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

夜幕降临，，曲水林语露营基地灯火辉煌。。

游客在露营基地生起了篝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