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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更好更有质量地发展“赏花旅游”，
记者就此采访了安徽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旅游
管理系副教授方叶林，在方教授看来，当下我
们可以在以下五个方面来着力：一是眼光要
远。赏花旅游的影响不能仅仅停留在经济方
面，而应该更加注重生态环境效应。相关政府
部门、活动主办方、媒体应利用互联网+的优势
资源平台有意识的采集、统计并发布花期的基
础数据，为市民踏春赏花提供一个互联互通、
信息共享的“赏花大系统”。二是融合发展。

“赏花旅游”不能仅仅停留在观光、拍照阶段，
以“花”为载体，大力发展家庭游、亲子游、农家
乐、DIY、研学旅游等旅游形式，为居民提供食、
住、行、游、购、娱全方位服务，延伸产业链。如

果只是单纯的提供赏花这种单一的观赏体验，
那么驱车十几公里，甚至几十公里，与游客在
自家附近的公园里赏花又有多大的差别呢？
三是突出文化。合肥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文
化型旅游地春季基本上都应该营造出“花”的
海洋，“赏花旅游”不仅仅是生态旅游的一种形
式，还可借助文化型旅游地大力发展“赏花旅
游”。四是事件营销。通过“事件”营销往往事
半功倍，通过举办各式各样的“节事”，营造具
有很强参与性、体验性、趣味性的活动是宣传

“赏花旅游”的关键。五是要素配套。发展赏
花旅游，尤其需要解决目的地的交通拥堵问
题、旅游厕所问题、环境污染问题等等，旅游
带来的负面影响必须得到合理的解决。

“去了之后感觉很坑，完全是被广告宣传忽悠
了。没有什么花团锦簇的场景，有些架子上摆放的
竟然还是假的塑料花！基本上就是一个简单的花
鸟市场，不仅如此，现场售卖物品的价格也明显高
于外面的物价，与想象中的赏花节差距太大！”家住
合肥市经开区的宋女士在电话中向记者投诉道。

▋实习生 黎芊芊 本报记者

“网红”花海美食节
与想象中差距太大

春游正当时，花香飘四方。春日里的
合肥，处处绽放着非凡的色彩。春季旅游
绕不开的主题就是赏花，从三月中旬开始
一条名为“合肥首届国际花海美食狂欢
节”的推文就在市民的朋友圈里疯狂刷
屏。从文中宣传的内容看，活动现场不仅
各种夺人眼球的美丽花海场景让人沉醉，
各种美食免费试吃活动更令人垂涎欲滴，
不仅如此，如果转发宣传广告到朋友圈还
有免费的门票和小礼物可以现场领取。
不得不说，这样的“花式”宣传确实让人心
动不已。然而，现场的情况究竟是怎样
的？是不是真的如读者反映的那样名不
符实？记者进行了实地探访。

“网红”花海美食节
涉嫌过度营销

3 月 25 日下午，记者来到了位于合
肥市西二环路与清溪路交口的清溪小
镇，这里便是合肥首届国际花海美食节
的举办地。在园区内记者随机采访了两
位游客，其中一位游客表示：“感觉很假，
根本没什么花海，美食街也没有免费试
吃都是需要付费的。都是宣传噱头，以后
不会再来了。”

记者走访后发现，此次花海美食节
活动确实如同读者投诉的那样，实际情
况和广告宣传完全是两回事。园区场地
不大且均为售卖花鸟鱼虫的场馆，读者
反映现场装饰的假花也确实存在，让人
不禁唏嘘：难道“赏花节”是来看假花的
吗？现场游客们只能无奈地拍一拍路边
出售的盆景。而且此次活动周期恰逢周
末，慕名而来的游客蜂拥而至，现场情况
混乱不堪，“赏花海”实际变成了“观人
海”！短短的一条美食街也因为巨大的
人流量和脏乱差的环境让人没了食欲。
活动现场的硬件设施也很差，园区周围
没有专门的停车场，园区内仅有的停车位
根本没有办法满足较多游客的停车需
求。事后当记者再次在微信朋友圈寻找
此次活动的宣传广告内容时，发现该广告
已经被商家删除。

随着天气的不断好转，越来越多的人选
择利用周末休息的时间出门踏青。面对这些
琳琅满目的“赏花节”活动，如何才能选择到
自己心仪的？如何利用周末两天休息的时
间策划好出游行程？这都是市民朋友们出
行之前需要考虑的问题。于是现在有一些
商家就抓住了游客时间短、无计划、“走马观
花”式的赏花方式，先利用绚烂夺目的广告
宣传吸引游客到来，而实际却根本没有游客
所希望看到的景色。游客乘兴而来败兴而
归之后是对“赏花节”活动一次又一次的失

望，这种“网红”赏花节的背后是给赏花经济
造成的巨大伤害。

合肥从三月份开始的赏花节也让人应接
不暇，其中不乏脱颖而出的合肥植物园郁金
香花展、合肥非物质文化产业园的樱花节、肥
东响导乡的桃花节等。“赏花旅游”是具有一
定发展优势的旅游项目，对于宣传城市形象，
促进生态环境改善，都能起到一定的促进作
用。事物的发展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赏花节是满足居民休闲需求的一个重要载
体，但仅仅停留在“赏”的阶段，还远远不够。

与常规的旅游路线产品不同，以赏花为
主题的旅游产品受天气因素影响很大。一旦
节假日遭遇雨水天气，“赏花节”人气受损不
说，花朵的观赏质量也难以保证。如果活动
主办方不能准确地预测花期以及避开雨水天
气举办活动，势必会给游客和投资方都造成
巨大的损失。另外，如何保证赏花景点周围
的硬件设施能够满足较大游客量的需求也是
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踏青赏花活动的场地大
都远离繁华的市区，公共交通不够便利。选
择全家一起出游的游客则会驾车前往，赏花
节活动场地附近如果没有足够的停车位提

供，私家车的乱停乱放就会造成附近周围交
通的拥堵。距离较偏远的场地就又决定了赏
花的时间至少需要一天，活动场地附近是否
有足够的就餐场所呢？许多赏花节活动为了
吸引游客还会搭配着美食节活动，如何保证
美食节干净卫生，让游客来了还想再来以及
提升游客的赏花体验感，都是重中之重的问
题。“网红”赏花节背后之痛折射出的是以赏
花为主题的旅游线路产品存在的问题。近年
来，我省以春季赏花为主题的旅游线路发展
迅速，如何把赏花游打造成一个有影响力的
旅游品牌，明显是需要各方合力精耕细作的。

莫让“赏花游”变成“赏花忧”

“网红”效应下的“赏花之痛”

从“单一赏花”到“系统赏花”

网络推文中宣传的花海

现实中的“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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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花旅游是近年来新兴的旅游产业，具有独特的资源优势，其发展前景十分广阔。但
是想要更好的发展赏花经济，无疑还要在相关配套服务和基础设施的建设上下功夫。如
果配套设施跟不上，那么赏花游再“热”，也难以吸引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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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爆合肥人朋友圈的“花海美食节”太假？

“赏花游”火爆背后的隐忧不容小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