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调查责任编辑：刘 强 张译丹 文化新闻和特稿部电话：2360287712 2024年1月10日 星期三

一项面向全国的旅游调查显示，八
成以上的人都想尝试Citywalk（城市漫
游），也就是说人们开始接受慢节奏的旅
游方式，希望在城市的街头随意漫步，或
在讲解员的带领下游走于街头巷尾，沉
浸式地体验城市的历史与文化。
“今晚调查”版近期以城市漫游为主

题发起抽样调查，受访的338位天津市
民中绝大部分都有日常散步游玩的习
惯，近七成人在过去的旅行中也常常以
城市漫游的方式信步街头，超九成受访
者在了解到城市漫游的理念后表示未来
很有兴趣去其他城市“漫游”一番。可以
说，天津人在城市漫游领域既有经验，也
有兴趣；既有亲身参与的积极性，也有向
外地游客推而广之的热情。

有共识 天津人就爱“溜达”
几乎全部受访者都有在城市里散步

游玩的习惯，超八成受访者非常喜欢漫
步街巷、寻访城市景观的体验，只有一成
多的受访者不太喜欢城市漫游。

对于流行的“Citywalk(城市漫游)”
概念，41.42%的受访者在本次调查前就
听说过，只是了解不多；39.94%的受访者
对城市漫游的理念和相关主题活动较为
关注；18.64%的受访者表示之前并未听
说过城市漫游。在了解“城市漫游”的实
际概念之后，近七成（67.16%）受访者已
经有过城市漫游体验了；23.67%的受访
者确认自己还没有在旅行目的地开展城
市漫游的经历；近一成（9.17%）受访者不
确定在自己过去的旅游经历中是否曾经
有过城市漫游体验。

未来，绝大部分受访者都乐于通过
城市漫游的方式去游览观光其他城市。

别错过 天津值得深度游
调查显示，天津市民高度认可天津

这座城市所具备的深度探访价值。超六
成（62.43%）受访者认为天津非常值得深
度探访，近三成（27.22%）受访者认为天
津比较适合深度探访，约一成（9.76%）受
访者认为对天津进行深度探访的价值一
般。全部受访者中仅有2人提出天津不
太值得深度游的意见，占比极低。

受访者在天津进行城市漫游的足迹
较为集中在市井街巷自然风光、历史古
迹、人文景观等城市风貌领域，商业街
区、网红景点的关注度则相对较低。在
天津市民的心目中，旅行者来天津最不
应错过的是：品尝天津早点（59.17%）、海
河水系景致（57.40%）、万国建筑风光
（57.40%）、感受相声与杂技的魅力
（53.55%）、探访名人故居（44.97%）、逛鬼
市儿（44.97%）等一系列内容丰富且充满
乐趣的项目。

好心情 亲朋好友共分享
受访者认为城市漫游有助于调整情绪

（60.65%）、获得身心放松（53.55%）、体验新
鲜感（47.63%）、营造浪漫情调（43.49%）、补
充和收获新的认知（42.31%）等。

在参与城市漫游活动时，73.67%的
受访者倾向于和家人一起散步，57.40%
的受访者想要和亲戚朋友共同体验，
41.42%的受访者乐于独自进行城市漫
游，39.94%的受访者很有兴趣带着外地
朋友一起参与。相对而言，想要在导游
或组织者带领下（23.96%）或是寻找并加
入兴趣小组活动（11.54%）的受访者占比
较低。参与者的自由度，对城市漫游体
验有着显著影响。

越独特 越适合城市漫游
受访者认为哪种环境最适合城市漫

游呢？选择熟悉的地方和选择陌生的地
方的受访者占比各半，但选择了相对静
谧场所的受访者占比超过六成，选择相
对热闹环境的受访者占比近四成。

最受欢迎的城市漫游环境需要同时
兼具陌生环境和静谧气氛，占42.90%；
在较为熟悉的环境里，热闹的气氛
（27.51%）则比静谧的气氛（21.01%）更受
欢迎；而陌生又热闹的环境受欢迎程度
最低，仅占8.58%。从受访者选择来看，
人流聚集的异地风景区很可能并非外地
游客的首选。

网红活动的风潮终会过去，城市
漫游的脚步仍将缓缓而行。如今，很
多相关主题的旅行产品并未充分把握
住下一代旅行者的真实需求，但未来
旅行风尚的雏形正沿着被众多旅行者
踏过的足迹，逐渐变得清晰、真实且富
有吸引力。

明日，本报20版“视点”版将继续深
入讨论：天津作为新晋Citywalk目的地
靠什么吸引游客、又该如何挖掘自身资
源禀赋为城市注入活力等相关话题。

不出城 怎么玩

在本次调查中，我们邀请受访者推
荐本地城市漫步的玩法，并摘录部分路
线如下——

欢迎来天津看海

“滨海新区很值得推荐！东疆亲海

公园、国家海洋博物馆、滨海图书馆和天

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看不完，玩不

够。”

高铁来津简单逛

“从天津站下车出站，就可以看见著

名的世纪钟广场，由此前往意风区路程

并不远，还可以参观袁世凯故居；如果是

从天津西站下车，推荐去西北角吃早餐，

然后去逛鼓楼和古文化街。”

美食与历史的交织之旅

推荐人：城市漫步者
“我推荐在海河边上的老字号餐馆

品尝正宗的天津小吃，如狗不理包子、耳

朵眼炸糕等。在‘天津之眼’附近的老街

区有许多历史悠久的建筑和老字号餐

馆，可以品尝到地道的天津家常菜，同时

了解天津的历史文化。晚上还可以在海

河边上的酒吧或咖啡馆享受酒饮，同时

欣赏美丽的海河夜景。”

此外，许多受访者尤其想要告诉外
地游客：吃天津早点，没必要去“网红
店”，大多数老旧居民区里就有最好吃的
津味早点，“问问晨练的老人家，就能给
你推荐好多早点铺子。”
（注：本期调查通过掌上天津App、腾

讯问卷等网络渠道发放问卷并回收数据。）
本报记者 张译丹

孩子上网 家长要阻拦吗？

欢迎您使用手机扫描二维码填答本
次调查问卷。您的参与对我们非常重
要。本次调查无需署名，请您根据自己
的真实情况填答即可。对于您填写的内
容，我们会严格保密。

出外旅游访秘境 市内漫步乐趣多

天津人有自己的“Citywalk”

互动调查

路过一本近代史

推荐人：胡金燕
推荐路线：解放南路
作为资深财务人，胡金燕对天津旧

时的金融街感情很深。说到城市漫游，

胡金燕想要优先推荐的则是解放南路。

她特别推荐在每年春天海棠花开的季节

到访解放南路与琼州道交口附近，因为

路边的海棠花“非常美”；顺着海棠花树

掩映的道路向北走，就能路过德式风格

的东光大楼，大楼的后身是川岛芳子旧

居，对面又有吴毓麟旧居，这些建筑虽然

目前都已有他用，但建筑外观仍然值得

一看；再向北，又有解放南园，旁边的海

河中学历史悠久，半途而废的博文书院

和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堂——天津大学

堂都从这里起步；继续走，会路过天津政

协俱乐部，也就是原来的德国俱乐部，以

及北京影院、大光明影院。

胡金燕常常会骑着共享单车走这条

路线，沿途观赏和拍摄大约需要1小时；

如果步行，则差不多需要1.5小时。她也

经常会带着外地的亲友参观游览天津的

城市风光，“他们都非常羡慕天津能拥有

这么多的老式建筑遗址”。

看得见风景的窗

推荐人：小麦
推荐路线：五大道
五大道是小麦童年时家门口的记

忆，也是长大后仍然徜徉其中的乐园。

当白雪覆盖城市，她会专门去五大道走

走，站在静谧温柔的街道边，看看无声伫

立的老洋房，仿佛只要伸出手去，就能接

下从懵懂童年飘落至今的雪花。

四季交替，小麦为五大道拍下了无

数照片，也发现了许许多多私藏的“秘

境”。“五大道有很多美丽的建筑，看得懂

建筑‘门道’的人少，可大概所有人都会

透过面对街道的窗子，猜测房间里面的

情景，想象古往今来的故事。”她分享了

自己随走随拍的发现，比如重庆道和云

南路交口附近的静谧小院就有着堪称

“五大道最美的窗”的景致，阳光会穿过

水晶坠子的折射下幻化出很多道彩虹，

落在尤克里里的琴声里；大理道的守善

里，前身是守善堂，坐在临街小店窗外的

条凳上，就可以伴着咖啡的浓香，观赏着

路边繁忙的景象；常德道上也有漂亮的

独立书店，非常适合安安静静地坐在窗

边读书……一窗相隔，内外俱是好风景。

不给童年留遗憾

推荐人：孙志强
推荐路线：玩具夜市
孙志强是“80后”，很喜欢收藏七龙

珠、变形金刚、高达等卡通手办（模型），

把玩这些小物件，让他感觉弥补了小时

候“买不起”的遗憾，有一种“赎回青春”

的轻松、愉悦感。

天津的玩具夜市每周二在北辰区的蓝

海商贸城停车场举办，周五则在河西区的

恒基广场开放。孙志强更青睐周二的玩具

夜市，因为那里是露天环境，场地开阔，大

部分都是中青年顾客，还有家长专门带着

孩子来玩。他介绍说：“夜市的商品很有特

色，从小朋友玩的奥特曼、小汽车，到大人

喜欢的大型手办，种类齐全，价格比网上还

便宜；当然逛夜市感觉最好的还是氛围，来

逛的都是有共同爱好的人，摊主跟陌生客

人说话，也像是和朋友聊天，聊动漫人物、

聊玩具品牌，都能聊得很开心。成年人在

现实生活中很难找到朋友聊这些，就算有

兴趣相投的朋友也没有这种合适的场合和

气氛。玩具夜市就不一样了，它给了成年

人一个暂时放下现实负担、全身心沉浸在

自己的兴趣和热爱中的机会。”

玩具夜市的摊贩们一般从18时开

始陆续出摊，24时基本收摊。孙志强逛

玩具夜市通常能逛3小时以上。他建议

有兴趣的游客控制好时间，不要逛到太

晚，免得错过了末班公交车；玩具夜市的

风气很好，摊贩们不会漫天要价，顾客若

多买几件，价钱还能便宜一点儿，买卖双

方都很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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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孙志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