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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村·时事

全球新闻速递

查攻略、做任务……

一些年轻人为何热衷“打卡式旅游”
阅读提示

“打卡式旅游”已成为一种新的旅游方
式。 所谓“打卡式旅游”，就是以到达旅游
景点为目的，在不同景点之间快速穿梭，进
行走马观花式的旅游，并拍下图片、视频发
到网上， 随时记录旅游过程。 有人觉得，
“打卡式旅游”流于形式，旅游体验感不足，
也有人觉得旅游只要开心就好，“打卡”也
能带来成就感。

美国会参议院
未能推翻总统否决令

美国国会参议院 17 日就总统特朗普否
决国会叫停美国南部边境“国家紧急状态”的
决议进行表决， 但未能获得足够票数推翻这
一总统否决令。 参议院当天就是否推翻特朗
普否决令进行表决， 结果为 53 票赞成、36 票
反对，未能达到推翻否决令所需的至少 67 张
赞成票。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上月先后通过一
项决议， 叫停特朗普今年 2 月宣布的南部边
境“国家紧急状态”。 本月 15 日，特朗普否决
了这项决议， 同时称“南部边境情况仍然紧
急”。 在特朗普行使否决权后，参众两院均需
至少三分之二票数重新通过决议案， 才能驳
回总统否决。

欧盟峰会通过英国“脱欧”新协议

除英国外的欧盟 27 个成员国领导人 17
日一致通过决议， 支持欧盟委员会当天与英
国政府达成的最新“脱欧”协议。 决议还请欧
盟委员会、 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为确保协
议在 11 月 1 日生效采取必要步骤。 经过艰苦
谈判， 欧盟委员会 17 日上午与英国政府就
“脱欧”达成新协议。 在得到欧盟 27 国领导人
认可后， 这一协议还须分别经过欧洲议会和
英国议会批准才能生效。

德国政府下调明年经济增长预期

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 17 日发布经济预
测报告，下调德国 2020 年经济增长预期，同时
强调欧洲最大经济体并未面临经济危机。 报告
维持对今年德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预期
不变，仍为增长 0.5%，但将明年经济增长预期
从此前预测的 1.5%下调至 1.0%。 今明两年德
国经济增速远低于去年的 1.8%。

联合国大会选出
14 个人权理事会成员

第 74 届联合国大会 17 日举行全会，选
举出 14 个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新成员，以接替
将于今年年底结束任期的成员。 新成员将于
2020 年 1 月 1 日就任。 此次选举出的人权理
事会成员为： 非洲地区的利比亚、 毛里塔尼
亚、纳米比亚、苏丹；亚太地区的印度尼西亚、
日本、马绍尔群岛、韩国；东欧地区的亚美尼
亚、波兰；拉美及加勒比地区的巴西、委内瑞
拉；西欧及其他地区的德国、荷兰。 其中日本
和巴西为连任。

体育运动可助青少年更好地抗压

美国杨伯翰大学研究人员在新一期《体
育教师》 杂志上发表了相关论文。 他们共对
276 名高中生的父母进行了调查。调查问卷涉
及孩子们参与体育运动情况、抗压能力、社交
能力及同理心等。 这些学生中，有 214 人参加
体育运动，62 人不参加。 研究表明，与不参与
体育运动的同龄人相比， 参与至少一项体育
运动的青少年对抗压力的能力明显要高，自
我调节能力、同理心及社交能力也明显要强。

据新华社

73%的受访者觉得旅行时应放慢脚步，感受旅游的乐趣
� � � �数据显示，64%的受访者认为旅行重要的是
开阔视野、增长见识，63.4%的受访者觉得是欣赏
风光、感受自然美，61.4%的受访者觉得是休闲放
松、舒缓压力。其他还有：融入当地、体验风土人情
（51.4%），拍好看的照片、保存旅游记忆（36.8%），
尝试新鲜事物、挑战自我（31.5%）以及分享旅游
见闻、告诉别人所见所闻（21.8%）等。

“旅行在于释放压力，所以要选择让自己舒
服的方式。‘打卡游’也好，深度游也好，关键在
于是不是在这个过程获得了快乐。 ” 许鹏觉得，
旅游方式不重要，只要自己喜欢就可以。

袁婧觉得， 要想让大家有更加丰富的旅游
体验，应该有更多高质量的景点。

提升旅游体验，73%的受访者建议尽可能放

慢脚步，感受旅游的乐趣；61.3%的受访者建议合
理地规划景区建设，开发有特点的景点；61.2%的
受访者建议出发前做攻略，规划好行程；43.2%的
受访者建议提高旅游服务水平，让游客更愿意在
景区中停留。

相比于旅行时的速度， 蔡阳更加在意旅行
的质量。“我觉得旅行的过程是最有意思的，虽
然我也会在每次旅行结束后， 整理照片发到微
博上，但不会在旅行时只顾着看相机镜头，而忘
记全身心地感受景点的魅力。 ”蔡阳认为，旅行
时就应该好好看看美景，品尝当地的美食，在街
头走一走，感受当地人的生活，让自己短暂地远
离生活的喧嚣和烦恼。

据新华网

� � � �上周，国内一社会调查中心对 2000 名受访者
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81.1%的受访者表示身边有
不少人热衷“打卡式旅游”。 57.1%的受访者觉得
“打卡式旅游”只为获得别人关注，旅游体验单一，
42.4%的受访者觉得这样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内尽
可能看更多的景点。

受访者中，00 后占 2.0%，90 后占 31.8%，80
后占 47.2%，70 后占 14.8%，60 后占 3.7%。男性占
46.7%，女性占 53.3%。

81.1%的受访者表示身边不少人热衷“打卡式旅游”
� � � � 85 后蔡阳（化名）是个旅行博主，在刚过去
的国庆假期，她和朋友一起去了云南旅行。“我
旅行时喜欢慢节奏地游山玩水， 这样可以有更
多时间感受旅游地的文化和魅力。 ”蔡阳认为，
“打卡式旅游”像是一种快餐文化，“我身边也有
人喜欢‘打卡式旅游’，感觉他们的旅游更像是
在赶任务，到了一个景点匆忙看看，拍个照就赶
往下一个”。

调查中，81.1%的受访者表示身边有不少人
热衷“打卡式旅游”， 其中 22.2%的受访者表示
有很多，58.9%的受访者觉得比较多。

在大连上学的袁婧觉得， 热衷“打卡式旅
游”的人，把旅游当作一种炫耀，所以会很在意
自己在朋友圈发的照片。“不过这样旅游，很有
可能到头来根本不记得自己究竟去了哪里，回
来翻看发在朋友圈里的照片， 可能都会觉得有
些陌生了”。

调查显示，喜欢“打卡式旅游”的受访者占
30.7%，60.7%的受访者喜欢深度旅游。交互分析
发现，00 后中喜欢“打卡式旅游” 的人最多
（42.5%），然后是 90 后（33.7%）。

57.1%的受访者觉得“打卡式旅游”只为获
得别人关注， 旅游体验不好，55.5%的受访者觉
得这样的旅行浮于表面， 没法深度感受景区魅
力。

也有不少受访者对“打卡式旅游”表示认同，
42.4%的受访者觉得这样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内尽
可能看更多的景点，39.4%的受访者觉得可以发
掘和分享更多新奇的旅游景点。

“拍照‘打卡’也是一种记录的方式，只不过
现在有很多社交平台，让人们有机会把旅行照片
分享给大家。 ”在北京上学的 95 后安梦（化名）觉
得，“打卡式旅游”是一种正常的现象，“我也会把
别人分享的好吃、好玩的地方，列为自己的旅行
目的地，去过以后再拍照分享出去”。

广州某高校学生许鹏觉得，“打卡式旅游”是
一种比较新的旅游方式，有的时候一些景点之所
以让人愿意去打卡，就是因为新奇有趣。

袁婧觉得，景区文化缺乏“灵魂”是“打卡式
旅游”现象出现的原因之一。“有的地方为了发展
旅游业，打造了很多景点，但是没什么意思。 比如
有的地方因为拍了某个影视剧， 带火了一些景
点， 但这些景点和其他地方的其实没什么两
样。 ”。

对于“打卡式旅游”出现的原因，62.1%的受
访者归因于生活节奏快， 休闲放松时间有限；
60.3%的受访者归因于景点拥挤， 没有办法深度
游；42.1%的受访者归因于更多新奇的景点被发
掘，值得打卡；37.0%的受访者归因于景区开发不
足，不能吸引游客深度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