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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放强劲需求

在如画的川藏318国道自驾，在
中共一大会址与家人共同缅怀革命
先烈，在安吉帐篷客酒店遇见美丽乡
村，在三亚免税店买买买……因疫
情暂停的出游脚步重新踏上旅程，中
国游客在旅途中感受美好生活。

“漫长的10个月，久违的中国
旅游终于又红火兴旺了！”国庆期
间，这是记者从旅游业者口中听到
最多的一句话。据统计，携程平台
上机票、火车票、汽车票、用车等各
类出行方式均全面增长，机票订单
量环比9月增长超过100%，火车票
订单量环比增长超过300%，汽车票
环比增长超过200%。门票预订量
同比去年增长100%。交通、酒店、
景区、度假产品等迎来全线飘红，中
国游客出游需求依旧强劲。

中国旅游研究院（文化和旅游
部数据中心）统计显示：第三季度
游客出游意愿达80.22%，同比恢复
九成左右。国庆假期人们的“二次
出游”意愿强烈，不少人在假期中
段返程后二次短途出游和多次本
地休闲。可喜的是，许多农村居民
也广泛参与旅游消费，选择自驾游
的比例超过四成。

10 个月，中国旅游业走过一
条难忘之路。疫情来袭迫使行业
按下暂停键，收入归零，跌入谷
底，但旅游业界坚信中国旅游市
场依旧稳固，中国游客的旅游消
费需求仍然旺盛。因此，旅游人
在“寒冬期”坚定信心、苦练内功，
探索创新之路。本报旅游版与中
国旅游共同迎接大考，及时研判
行业发展形势，连续推出中国旅
游锻造韧性、淬火前行，中国旅游
迎难而上寻生机、危中求机谋转

型等多篇深度报道，提振信心，与
中国旅游共克时艰。从开放本地
游、跨省游到全面恢复国内游，中
国旅游逐步走出阴霾，奔向光明。

展现经济活力

在防控安全持续向好，中国人
的幸福需求得到集中释放。国庆假
期，北京共接待游客998.2万人次，
较去年假期增长8.4%，旅游总收入
115亿元，较去年假期增长2.9%，双
双实现正增长。商务部数据显示，
海南离岛免税购物异常活跃，国庆
前7天，海口、三亚、琼海等4家免税
店零售额同比增长167%，免税购物
人次同比增长64%。

中国国内游拥有超级大市
场，国内游发展的基本面从未变，
旅游接待规模保持稳固增长，从
2011 年的 26.41 亿人次，增长到
2019 的 60.06 亿人次，总体增幅
127.41%，收入规模从 2011 年 1.93
万亿，增长到2019年的5.73万亿，
总体增幅196.89%。

旅游业是一面镜子，清晰地照
射出中国经济跳动。6.37 亿人次
出游的背后凝结着14亿人民共同
抗疫的努力成果和中国经济的底
气。红红火火的旅游消费，体现了
中国经济巨大的发展韧性，也展示
着中国经济的活力和希望。

中国旅游的兴旺势头也吸引
了世界的关注。“中国正以惊人的速
度恢复到接近正常状态。”美国《纽
约时报》网站刊文点评中国黄金
周。美国彭博社评论认为，中国国
内旅游的活跃度凸显了中国经济复
苏的实力。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指
出，国庆期间，数亿名中国游客推动
了中国经济的复苏。这一假期可被
视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消费支出的

一个重要晴雨表。

走高品质之路

人气旺而不扎堆，景区火而不
拥堵。今年火红的国庆旅游市场
虽然游客多了，但出游品质较以往
却有明显的提升。疫情以来，“预
约、限量、错峰、有序”已成为一种
常态，“无预约不旅游”“光盘行动”
也成为游客休闲消费的新习惯。

数字技术在出游预约、行程安排、
客源分流、消费引导等方面发挥积
极作用。国庆假期，除部分开放式
免票景区外，超过94%的5A级旅游
景区实施分时预约制度。游客总
体满意度 85.71分，景区满意度 86
分，较端午节进一步提升。

各地各景区纷纷丰富产品供
给、优化公共服务、运用数字技术，
带给游客崭新的旅游体验。中国
国内游正在加速创新，观光旅游转
为休闲度假已成大势所趋。越来

越多的游客倾向在一个目的地多
住几天，体验当地人的生活，深入
发掘当地美景和文化。城市公园、
休闲街区、夜间美食、城郊乡村的
旅游消费活跃度非常高。

各大景区、主题公园和公共场
所的文艺表演，特别是艺术引领、
科技支撑的旅游演艺项目深受广
大游客喜爱。武汉的《夜上黄鹤
楼》、西安大唐芙蓉园的《大唐追
梦》、温州的《塘河夜画》、郑州的

《黄帝千古情》等沉浸式夜间演艺
项目广受游客追捧。上海、南京、
福州等地推出的“博物馆奇妙游”，
丰富了市民的夜间文化生活，延展
了游客的体验时空。

中国旅游研究院预计全年旅游
经济呈“U型”恢复和振兴发展态势
将是大概率事件，建议扩大冬季旅
游产品的优质供给，重视冰雪旅游、
避寒旅游、乡村旅游、体育旅游等需
求的变化，结合民宿、运动、度假、温
泉、研学等开发新的冬季旅游项目。

最初，这里是一个古渡，是明代周姓人家为方便两岸
往来，开辟的渡口。因艄公姓周，这里便被人称为“周家
口”，亦叫周口。沙河、颍河、贾鲁河在这里交汇，让周口人
尽享水运之利。明清鼎盛时期，周口为“水陆交会之乡、财货
堆积之薮”。一船船小麦、大豆、高粱等入淮河，进长江，再把
盐、布和皮货等从苏皖浙运回来。夕阳西下，那掌舵的船老
大、过往的商贾、拉纤的汉子便循着斜铺的石级缓缓地走上
来，在小酒店里坐下来喝几杯老酒。周口便有了客栈、餐馆、
商铺和人流；便有了三义街、油坊街、磨盘街等100多条街
市；便跻身为东邻淮泗、西控秦晋、南连江楚、北通燕赵的物
资交流要冲和豫东商品交流集散重镇。

我曾在枯水期看过古渡码头“真容”：东窄西宽，像一个
大簸箕，青砖铺就的地面砌着红石，用来加固地基的木桩从
明清就守在那儿。砖呀石呀木桩呀洇着沧桑的光泽，或青
幽，或红润，仿佛诉说着曾经的曙光与暮色、繁茂与凋零、欢
乐与忧伤。女人们挽起裤腿，蹲在水边洗衣。“梆、梆、梆”的
捶衣声音深远而悠长，似漫过岁月的回响。

那回响的余波，便是汴洛、津浦、京汉等铁路的通车，

周口500年内河航运史的黯然谢幕。
随着改革开放和河南内河航道通航里程不断增加，周口

市确立了“以水润城、以绿荫城、以文化城、以业兴城、以港促
城”的发展思路。蝶变如期而至。如今在古渡的东部，拥有
东、中、西三个作业区，77个千吨级泊位，岸线总长度达6.4公
里，年通货能力5000万吨以上的周口港已华丽登场，以内河
港口为依托，集五大临港产业为一体的产业聚集区初具规
模。凭借周口港通江达海能力的提升，周口正迅速从农业大
市向枢纽大市转变。“满城文化半城水，内联外通达江海”的
周口港已让古渡相形见绌。

“我打小就跟大人跑船，见过最大的船是载重80吨上
下的‘对联划子’。现在这大货轮和集装箱船一个能顶一
群‘对联划子’，搁从前做梦也不敢想！”老船民李响说起港
口，感慨万千。

“周口港把周口经济发展的‘木桶短板’拉长了，公路、
铁路、水路运输‘三足鼎立’的立体交通体系打通了，带动
周口大港口、大路网、大物流的新格局形成了。未来的周
口港将向东至上海、南京等港口，对接‘海上丝绸之路’；向
北融入郑州航空港区直达‘空中丝绸之路’；接入中欧班列

（郑州），直通‘陆上丝绸之路’；线上线下建立‘公铁水空’
多式联运平台，打通‘数字丝路。’”说起周口港的未来，港
区领导雄心勃勃，喜悦溢于言表。

周口人的笑靥里，荡漾的是周口人的自信和希望。

目前，河北省秦皇岛市正加紧建设海滨路东西延伸
工程，打通北戴河、海港、山海关三个城市区的东西向
主通道，再增一条山海关至北戴河的旅游便捷通道，并
成为秦皇岛的景观大道。

该工程是迄今为止秦皇岛市城市区投资规模最大、技
术含量最高的市政道桥工程，已完成跨铁路高架桥、跨大
汤河主桥等标志性工程，预计整体工程 2020 年底主线贯
通。届时工程将更好地满足海港区南部片区的出行需求，
增加秦皇岛港的外联通道，带动西港区的转型升级，还将
极大地方便来秦皇岛的游客。游客往返山海关与北戴河
可避开市区拥堵路段，通行更便捷顺畅。滨海路东西延伸
工程将成为秦皇岛的城市新地标。 （崔力升）

品尝太湖湖鲜美食，考察费孝通江村纪
念馆，听一曲非遗昆曲木偶戏、品一碗熏豆
茶，参观田园乡村七都，游览吴江“美美江
村”……日前，吴江举办了“五客汇吴江”活
动，来自全国的旅游达人游览吴江的风景
名胜，感受吴江的风土人情，推广吴江的特
色旅游。

苏州市吴江区坐落于苏、浙、沪三省市交
界处，是长三角的核心区域。近年来，吴江积
极探索全域旅游发展路径，发挥文旅产业优
势，一批文旅“新秀”增添吴江旅游的活力。
七都镇依托23公里太湖岸线生态优势和历
史人文资源，打造出江村旅游新型样本，推动
农文旅产业融合发展，使小镇成为风光旖旎
的旅游目的地和文化新地标。

吴江在探索全域旅游推广时，着力打造
体验式营销品牌“五客汇吴江”。“五客”即对
美食要求高的“食客”，对住宿环境要求高的

“宿客”，走到哪里拍到哪里、善于发现美的
“拍客”，喜欢户外运动、旅游探险活动的“侠
客”以及擅长写作游记攻略的“博客”。体验
式推广不局限于以往的热门景点，而是呈现
更多的新业态。“五客”完成的数千张摄影作

品、数十集专题视频和上百篇优美文章，在海
内外收获了不少赞誉。

“随着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吴
江又迎来历史性发展机遇。”吴江文体广电和
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吴江正围绕长三角
主要客源地市场，加大区域旅游合作，由点到
面拉动吴江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

长三角区域旅游资源丰富，自然和人文
景观类别齐全，是中国重要的文化旅游资源
集中分布区，具有文化旅游一体化发展的先
天优势。长三角地区既有的地缘相近、人缘
相亲的特点，在文旅领域尤为明显。无论是
小桥流水的江南小镇，柔美的吴侬软语，还是
相近的饮食口味等，都令长三角地区在文旅
领域成为了一个客源互通互送的市场，也具
备了共同打造高品质休闲度假旅游区和东方
度假胜地、联合开展旅游主题推广活动的条
件。“以环淀山湖区域为例，这一带古镇很多，
吴江有同里、震泽、黎里，青浦有朱家角，昆山
有周庄。”吴江文体广电和旅游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这些江南文化特色古镇可以作为一个
大IP对外作整体推广，吸引到更多远程乃至
海外游客。

近日，根据中国气象系统监测，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年
平均空气负氧离子浓度为每立方厘米2363个，达到非常清
新等级，远高于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清新空气（每立方厘米
1000-1500个）标准，因此获准申报创建“中国天然氧吧”。

晋宁区地处烟波浩渺的五百里滇池西南岸，拥有滇池
流域面积 758平方公里，占滇池流域总面积的 1/4，湖岸线
长53公里，美丽的晋宁占据着滇池上风上水的优势区位，并
具有良好的水质状况，常年优于滇池平均水质。由于受滇池
水体的调节，晋宁区是名副其实的“小春城”，森林覆盖率约
为50.66%，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四季如春、干湿季分明。晋
宁区高原湖滨特色显著，围绕优越的滇池湖岸线和重要的河
流入湖口，现已建成东大河湿地、白鱼河湿地、古城河湿地等
多个湿地，形成了环滇池沿岸绝美的生态湖岸湿地景观，有
利于康养度假。晋宁生态环境优良，既有优美的滇池海岸线
风光、生态湿地公园景观，还有众多隽秀的山岳资源以及以
众多坝塘水库为代表的水体资源，同时，以夕阳、双河、六街
为代表的西部与南部区域山林野趣风光保存完好、原生态自
然环境优良，是建设“生态晋宁”的坚实屏障与自然基底。

凭借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晋宁将生态与康养、旅
游融合一体，以高负氧离子的原生态自然环境为优势，
积极创建宜居宜游、宜商宜业的“中国天然氧吧”地
区，不断为云南实现旅游产业转型升级、昆明建设区域
性国际中心城市培育最优空间。

（黄丽萍、宋光旭、莫云凯摄影报道）

浙江省天台县近日举办了
“茶为国饮”中小学生书画展。茶
是世界三大饮品之一，中国是茶
的故乡。“茶为国饮”，承载着中华
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天台山有
着独特的山水旅游文化，天台作
为茶源地和传播地之一，孕育出
深厚的天台茶文化。茶成为传统
文化的最佳载体，学习茶文化，有
利于培育青少年的爱心、善心、孝
心，养成谦和、友爱、文明、知礼的
良好习惯。“茶为国饮”书画展为
茶文化进校园搭建起平台，提高
中小学生对茶的认识，加深对茶
的了解，让他们在茶语清心的环
境中生活与学习。

首届“茶为国饮”天台县中
小学生书画展以茶为主题创作
书画，引发起广大中小学生的浓

厚兴趣，得到老师和家长的重
视。数千少年不负韶华，挥毫作
画，笔耕砚田，着意翰墨。书画
展共评出入选作品 447 件，入展
作品247件。这些作品茶文化主
题鲜明，内涵丰富，构思新颖，风
格各异，形式多样，或以书言志，
或以画传情，一笔一画，童趣盎
然，体现了天台中小学生对家乡
茶文化的热爱之情。小作者将
自己的茶心与茶水、茶墨、茶笔
和茶纸融为一体，把作品鲜活地
呈现出来。一位参观书画展的
老茶农说：“中小学生书茶画茶，
艺术地表现了我心中的茶事想
法，成为弘扬茶文化的窗口。”

左图：“茶为国饮”天台县
中小学生书画展作品。

曹宝康/文 邱琳然/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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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晋宁
申报“中国天然氧吧”打响生态牌

秦皇岛将增加旅游便捷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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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游客在新疆尉犁县体验沙漠驼队游。常学辉摄 （人民视觉）

6.37 亿 人 次 ！

4665.6 亿元！中国

旅游在国庆假期交

上喜人的成绩单。

国内游强劲复苏，

消费信心倍增，旅

游发展潜力集中释

放。极具韧性的中

国旅游业成为国民

经济中最亮眼的一

道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