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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露营经济持续升温，在社交媒体
平台表现尤为突出。小红书、抖音等平台上，

“露营”“野餐”“户外”等关键词的笔记和视频
往往能获得更高的曝光量和互动量。一位银
川露营地建设企业负责人表示：“社交媒体的
传播效应不仅持续扩大了银川的露营消费群
体，也推动了露营地的品质升级，对产业发展
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露营产业的内涵正在不断
丰富。除了传统的休闲露营外，这一形式已延
伸至汽车会展、企业团建、楼盘暖场、市集活动
等多个商业场景，临时搭建的露营区成为各类
活动的新亮点。

然而行业快速发展也面临挑战，核心在于
平衡经济效益与生态保护。针对露营人数激
增带来的环境压力，银川市通过强化管理、完
善垃圾处理设施、加强宣传教育等措施进行管
控，并对重点区域实施精细化养护。

部分营地已率先探索可持续发展模
式。记者调查发现，银川多家露营基地采用
环保建材，配置雨水收集和太阳能发电系
统。如五颗石等营地定期组织环保志愿活
动，引导游客参与环境清理，培养环保意
识。这些举措实现了经济效益与生态保护
的双赢。

为推动行业健康发展，银川市近年来采

取多项措施：试点开放共享绿地，完善配套设
施，提供更多惠民露营场地；出台管理规范，
倡导文明露营理念；鼓励社会资本投资建设
标准化露营地。据了解，银川已建立涵盖营
地建设、运营管理、安全保障等方面的规范体
系，既保障游客权益，又促进产业有序发展。

如今，露营已成为银川市民生活的重要组
成部分和城市发展新名片。在“露营+”模式
不断创新、消费场景持续丰富的背景下，通过
政府、企业和消费者的协同努力，推动银川露
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在为市民提供优质户外
生活体验的同时，也为城市经济注入新的增
长动能。

随着气温逐渐升高，户外露营成为人们休

闲度假的热门选择。在银川的一些公园和郊

外，如雨后春笋般支起一顶顶帐篷，不同年龄

段的人纷纷投身其中，尽享户外时光。这股露

营热潮不仅为市民带来了全新的休闲体验，也

为城市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近年来，银川的露营市场呈现爆发式增长。据不完
全统计，目前银川市已拥有各类露营营地百余家，共享
绿地数十个，总面积约340亩，市场规模持续扩大。这
些营地在城市公园、近郊乡村、景区周边以及商业街区
均有分布，为市民提供了多样化的露营选择。

在参与人群方面，露营已不再是年轻人的专属活
动。过去，露营主要受年轻群体青睐，被视为他们短暂
逃离现实、享受自然的“临时乌托邦”；如今，它已成为全
家老小共同参与的“周末仪式感”。从朝气蓬勃的青少
年到悠然自得的老年人，各个年龄层都能在露营中找到
乐趣：亲子家庭带着孩子亲近自然，感受户外生活的奇
妙；年轻人相约好友，在绿地中畅谈嬉闹；老年群体也不
甘落后，享受着户外的宁静与惬意。

以森林公园为例，作为银川市首批试点开放的共享
绿地之一，每逢周末和节假日，这里便热闹非凡。绿地
开放共享面积约88亩，市民可在此进行冷餐休憩、亲子
互动、拍照打卡、健身运动等活动。园方还配备了小吃
街、商超、露营服务站、游乐区、篮球场等配套设施。据
森林公园管理所园容园景室主管马洁宇介绍，节假日期
间，公园绿地常常供不应求，同时也带动了其他项目的
热度。今年5月1日至3日，共享草坪日均搭建帐篷130
余顶，环园小火车、儿童娱乐设施等均达到饱和运转状
态，带动营收同比增长约30%。

除了城市公园，近郊的乡村露营地也备受欢迎。永
宁县的五颗石露营基地依托西部水系沿线的独特风景
资源，打造了星空露营地、乐队表演休闲区、垂钓区等7
个功能区块。营地负责人蒋文玉表示，基地还设有咖啡
吧、书房等设施，并举办过非遗打铁花表演、风筝节等多
场大型文化活动，同时提供简餐、饮品等服务，让游客沉
浸式体验“慢生活”的乐趣。

露营经济的火爆也带动了相关配套服务的发展。
在银川，露营装备租赁市场日益成熟，从轻便易携的帐
篷、天幕，到温暖舒适的睡袋、气垫床，从功能多样的户
外炊具、照明设备，到各类创意十足的露营小物件，租赁
店内一应俱全，满足了不同消费者的需求。银川西部世
界户外露营装备租售一体店的负责人苏卓栋介绍，目前
30~40岁的上班族和亲子家庭是露营装备租赁的消费
主力，同时中老年群体的露营消费需求也在增长。选择
租赁装备的客户大多倾向于自行寻找风景优美的露营
地点，目前租赁仍以不过夜的组合套装为主，但随着暑
假来临，许多家庭将开启为期数天的自驾露营之旅。

露营经济的蓬勃发展，不仅为市民提供了亲近自
然、诗意栖居的一方天地，也为城市注入了新的活力，释
放出独特的魅力。

“露营+”模式的兴起为露营经济注入了强劲
动力，带动衍生产业快速发展。

在装备租赁市场，消费需求呈现基础化和多
元化的特点。苏卓栋分析：“随着露营成为社会热
点，大量市民开始尝试首次露营体验，这使得入门
级装备更受欢迎。轻量化、易操作、高性价比的产
品特点，能显著提升新用户的体验感。”为满足市
场需求，商家针对不同团队规模和使用场景，推出
了湖岸露营、沙漠露营、观星露营、野炊套餐等多
样化组合，价格区间覆盖数百至数千元，满足不同
消费层次的需求。

营地建设正经历全面升级。业内人士透露，
2021年银川仅有少量功能单一的野营地，如今已
发展出各具特色的营地业态。部分营地正向度假
区转型，在规划建设中注重与自然景观融合，同时
植入文化元素。有的打造民俗文化体验区，让游
客参与手工艺制作、品尝地方美食；有的通过原创
文旅活动、乐队演出等方式塑造独特IP。

配套设施也在持续完善。除基本的水电、卫
浴设施外，许多营地增设了KTV区、健身区、表演
舞台等休闲空间。高端营地更推出户外影院、管
家服务等特色项目，全方位提升用户体验。

活动策划作为“露营+”模式的核心环节，为行
业注入新活力。各营地纷纷推出亲子手工、户外
探险、趣味运动会等互动项目；音乐主题活动如乐
队演出、篝火晚会则吸引年轻群体；此外还有研学
课程、拓展训练等多样化选择。西夏区兰一生态
园的亲子农耕体验就颇受欢迎，孩子们通过种植
实践学习农耕知识。

这种模式还带动了周边产业协同发展。露营
地周边的农家乐、民宿、采摘园等业态随之兴旺，
游客在露营之余可以体验乡村生活、品尝地道美
食、享受采摘乐趣，形成完整的消费链条，有效促
进区域经济增长。

01
一
顶
帐
篷
支
起
家
门
口
的
﹃
诗
和
远
方
﹄

露
营
热

市民沉浸式体验“慢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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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动衍生产业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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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营+”模式不断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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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营时享受亲子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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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在青绿莳光露营
地参观梅花鹿。

拥抱大自然，放松身心。

本版图片均由记者郎凯摄（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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