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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入 2020 年最后一天，回首这极其不
平凡的一年，中国旅游业经历了一场特殊
大考，展现出强烈的大局意识、社会担
当、严谨理性和坚毅韧性，始终把游客的
安全和健康放在首位，在逆境中谋创新，
推进高质量发展，完成了疫情防控、复工
复产和创新振兴的高难度答卷。

渡过难关

时光回到 2020 年 1 月，旅游业满怀期
待，准备迎接春节黄金周。谁料想，突如
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为旅游业按下暂停
键。旅游人主动担当，积极作为，停止国
内游和出入境游的全部业务，有效防止了
疫情经由旅游活动而传播扩散。

面对数亿名游客取消或更改行程的需
求，旅游企业纷纷第一时间响应国家号
召，在自身业务停摆且损失巨大的情况
下，快速推出“无损退订”和免费取消服
务，努力把游客的损失减到最小，携程、
马蜂窝等多家企业为游客退款垫资达到数
亿元。这些举措令广大游客加深了对政府
应急决策的认同和旅游服务品质的认可。

一时间，旅行社、景区、航空、酒店、
餐饮等旅游相关行业进入冰封状态，承受着
空前的压力。在那段最艰难的日子里，旅游
人坚定信心，顽强坚守，在支持抗疫的同时
蓄力内功，从危机中寻找生机。

许多地方推出了丰富多样的“云旅
游”体验，网络直播让人们足不出户饱览
美景。旅行社、景区、酒店纷纷加入旅游
直播阵营。一些文旅机构推出了土特产销
售直播，帮助地方打通销路，拉动消费，
助力复工复产。携程、飞猪、马蜂窝等旅
游电商和一些地方旅游主管部门，面向从
业者免费开设旅游相关课程，为复苏打下
坚实的知识和能力的储备。

中国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主任宋瑞指
出：“旅游业高度依赖于外部环境，但并不
脆弱。正所谓淬火弥坚，春迟花繁。一直
保持快速发展的中国旅游业，经此一疫，
犹如高温之时急速冷却的淬火，其刚性、
硬度、韧性必将得到全面提升。”

稳步复苏

初春，随着疫情防控形势向好，部分
户外景区率先采取预约、限流等方式重新
开放。游客的出游脚步从城市游、周边游
慢慢开启，旅游消费逐步恢复。游客积极
使用线上购票、在线收听语音导览等非接
触方式健康游览，在线预约成为景区开放
的标配。

寻找美景、追求诗意，未必一定去远
方。不能远行的人们学会了去发现身边的
风景，仔细享受生活城市的美好和惊喜。
在国内游复苏过程中，本地休闲游最受欢
迎。踏青赏花、户外山水、自驾休闲、健
康养生等颇受青睐。已开放的景区通过分
时预约、控制人流、体温检测、要求游客
佩戴口罩游览等有效措施，进行严格的防
疫管理。

3月14日、7月14日先后恢复旅行社经

营省内游和跨省游业务。这些利好成为旅
游业回暖的“突破口”和“强心针”，是国
内游从局部复工复产向全国恢复的重要里
程碑。旅游业第一时间行动起来，丰富产
品供给，抢抓复苏先机。房车游、康养
游、乡村游等业态的活跃度高。恢复后的
国内游与以往不一样了，向着更加绿色健
康、轻观光、重休闲、慢步调的方向转
变。游客更加重视旅游中的安全因素和体
验度，游客少、原生态的小众景区更受青
睐，旅游的品质在悄然提升。

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阶段后，中国依
托国内游超级大市场，旅游消费加速回
暖，旅游消费旺盛，旅游企业信心全面恢
复。复苏期间，业内专家学者多次举办线上
论坛，共同探讨振兴之策。大家一致认为，
提升供给质量，培育新兴业态，科技引领创
新，是国内游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

逆境创新

从开放本地游、跨省游到全面恢复国内
游，2020 年中国旅游稳步走出困境，奔向光
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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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具韧性的中国旅游成为一道亮眼的
风景。

人气旺而不扎堆，景区火而不拥堵。
各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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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激发出智慧旅游的潜能，科技
创新正在为旅游业装上高质量发展的“智
慧芯”，“无人服务”“虚拟现实”“智能导
览”“数据监测”“云上导游”等成为景区
智慧旅游的必备法宝。

旅游业正在迎来科技支撑的产业格局

重构。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等部门日前联合发布了 《关于深化

“互联网+旅游”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
意见》，把科技创新作为未来 5 年旅游业高
质量发展的主动能，明确了新发展阶段智
慧旅游的产业数字化和消费场景化的战略
导向。在“十四五”期间，会有越来越多
的数字空间和消费场景被创造出来，持续
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创新和高质量发展。

文化和旅游部部长胡和平在 2020 中国
旅游集团发展论坛上表示，要推动科技赋
能，做智慧旅游的示范者。要抓住科技发
展的契机，加快新科技应用，提升企业技
术创新的能力，积聚各类创新要素，推动
数字化、智能化为支撑的产品创新，实现
科技强企、科技强旅，使“旅游+”“科
技+”相互赋能和融合发展，推动旅游业实
现跨越式发展。

文化和旅游部、国
家文物局办公室近日印
发 《关于落实<关于切
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
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
的 通 知 》（后 文 简 称

《通知》），推动解决老
年人游览参观运用智能
技 术 困 难 问 题 。《 通
知》 要求，要通过保留
传统预约方式、允许他
人代为预约等方式，解
决老年人进入文化场馆
和旅游景区使用智能技
术的障碍。

通知无疑回应了当
下痛点。疫情以来，交
通场所、文化场馆和旅
游景区等公共场所纷纷
实行线上预约、健康码
查验等新办法，在疫情
防控常态化背景下，这
是一种高效智能且便捷
的方式。然而，因无健
康码而遭遇出行难、无
支付码而面临购物难的
新闻屡见不鲜。许多人
习以为常的智能技术，
对于包括老年人在内的
与数字时代脱节的人群
来说，却是一道“数字鸿沟”，反而给他们的生
活增添了障碍。

今年 10月，江苏无锡火车站提供专门通道
解决部分群体无法使用健康码的举动，获得了
近 20万网友点赞。做法很简单：在火车站入口
树立一个简单的指示牌，设置一个简易的人工
帮扶点。这样一个小小的举动，不仅能温润在
旅途中陷于“扫码”困境者的心田，更符合人
们心中对于城市应有的善意的期许，也因此收
获了网友的感动与支持。

其实，不只是老年人，儿童、孕妇、残障
人士等群体都需要社会给予多一份关怀。是否
能满足特殊群体或者说少数群体的公共服务需
求，也体现出一座城市的治理水平。笔者曾经
关注过残障人士出行旅游的问题。对于残障人
士来说，外出旅游、逛文化场馆都是应该享有
的权利。如今在中国，许多城市的旅游景区和
文化场馆已经开始在无障碍方面做出探索。作
为2022年亚残会的举办地，浙江杭州自2018年
起推行首个《残障人员旅游服务规范》。在杭州
宋城景区，残障人员能体验轮椅托运、快速通
道申请、手语翻译实景演艺剧情等“无障碍”
旅游服务；在湖南莽山五指峰景区，残障人士
能在索道、电梯、提升机、游步道、轮椅专用
道等辅助下，登顶莽山五指峰，摆脱“人工
抬”的尴尬；在江苏南京，南京博物院专门设
置“博爱馆”，为残障人士提供手感触摸、语音
解读、全自动导览车等参观体验服务。

近年来，笔者欣慰地发现，机场、火车
站、大型商场、旅游景区等场所的无障碍通
道、无障碍电梯、母婴室越来越多了，有的还
设置了特殊人群休息室和卫生间……这些看似
微小的细节，背后是以人为本精神的回归，是
城市文明程度的体现。

一座有温度的城市，必将尊重每一位不会
使用智能手机的公民，这是公共服务的应有之
义，更是社会进步不可忽视的一环。

记得在 1980年，我刚到人民日报社
不久，去过内蒙古乌兰察布盟。丘陵间
百灵鸟婉转的歌声，草原上映山红夺目
的艳美，原野里月亮湖的银波，一直深
深镌刻在我的记忆里。

当我再次来到乌兰察布右中旗大草
原时，正是夏天。这里草地黑黝黝的，非
常肥沃。这一年雨水又多，草儿、花儿长
得特别好。草有半尺多高，芬芳馥郁。

3 月到 10 月，是草原的花期，眼下
正是盛花季节。多种鲜花竞相开放，万
紫千红，争奇斗艳。紫色的花，形状像
极了蝴蝶，好像趴在草上小憩；白色花
朵，一串串如层层叠玉；金黄色的花，
一朵朵组成金黄色穗子，时而静静婷
立，时而随风摇曳……草原成了一块巨
大的花毯，覆盖着广袤无垠的原野。绿
草倒少得可怜，成了草原的点缀。更神
奇的是，草原的色彩如梦如幻。你若喜
欢紫花，感觉草原到处是紫色；你被白
花吸引，眼前又尽是一片白；正在欣赏
红花呢，一眨眼，一片黄花又布满草
原。草原啊，原来你是最好的魔术师。
放眼四周，草原是一片花的海洋。远处
眺望，花天相连，怎么也辨认不清，哪
里是天边，哪里是草原尽头。

眼睛已经不能欣赏这美景了。于
是，我倒卧草地，呼吸草香，尽情感受
草原气息。哲人说：“人在醒着和睡着
时，都不能真正地感觉天地。只有在半
醒半睡时才能与天对话。”身下是松软的
草地，头埋在芬芳的花丛里，仰望蓝
天。此时，思维是苍白的多余的，感受
才是美妙的强烈的。朋友提醒我：“当心
草地染湿你的衣服”，我似乎没听到，我
的心早已融入草原，融入蓝天，融入大
自然。草原像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朋友，
问道：“你是谁？我不认识你。”我回
答：“你不认识我，可我知道你。自从见

到你，失去我自己。”来到草原，仿佛找
回了自己；醉卧草原，忽然失去我自己。

天堂般的草原，肆意展示着大自然
的真善美，令人陶醉癫狂。草原的美
丽，使我感悟到，生命仅是个过程，而
人生追求与享受的最高境界是，忘我之
后，去拥抱真善美。当倾心投身事业之
中，当在生活工作中惊喜地发现和创造
了美，就会激起无穷的热情和动力，从
而忽略了自己的存在，达到忘我、无我
的境地，去尽情拥抱世间至善至美，进
而静静观赏人生长河中闪光的浪花，心
中就会充满了快乐和幸福。

辽阔的草原，是远方客人的向往，

是天下游客的乐园。那里有画家留下的
色彩，诗人留下的浪漫，牧歌留下的辽
阔，牧民给予的真诚。勒勒车走过的地
方，是人们神往的从前；百花盛开的地
方，有游客美好的今天。绿草间，那一
座座安详的蒙古包是人们温暖的港湾；
蓝天上，远飞的大雁带走人们的思念。

无论是青年或老年，无论是轻松或
疲倦，只要来到草原，便有感悟和收
获，心情定会无比舒畅和快乐。

从喧嚣的城市，来到辽阔宁静的草
原，我的心又一次得到抚慰和洗礼，从
此，我再也忘不了那片魂牵梦绕的美丽
草原。

2020中国旅游浴火重生
本报记者 赵 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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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 原 随 想
李双泰

内蒙古乌兰察布辉腾锡勒草原美如画。 王 正摄 （人民视觉）

欢迎关注本版微信公众号
“人民日报行天下”

山东聊城南湖湿地公园滑雪场
近日开门迎客。众多游客前来尽情
享受冰雪运动带来的快乐和刺激。
聊城江北水城度假区不断挖掘和延
展冬季旅游产品，力推“旅游+扶
贫”深度融合，将自然“冷资源”转化
为旅游“热资源”。每年滑雪季，该
滑雪场的游客数量平均达 1.5 万人
次，并呈逐年增加趋势。滑雪场的
运营带动了周边产业的迅速发展，
并为农闲时的百姓带来新的工作机
会，助力当地百姓增收致富。右图
为游客在聊城南湖湿地公园滑雪场
体验冰雪运动。 张 杨摄影报道

里下河地区位于江苏省中部，西起里运河，东至串场河，北自苏北灌溉总渠，南抵老通扬运河，河
湖密布，水系发达。近年来，江苏省立足里下河地区良好的水资源和水生态条件，通过实施江水北调泰
州引江河工程、里下河湖泊湖荡退圩还湖工程，统筹协调水利建设和生态建设、人工景观与自然景观，
建设了一批水利风景区，实现湖泊资源可持续利用。密布的水网，一块块垛田和滩地以及一座座水乡古
镇，形成了特有的里下河风光。上图为射阳湖九龙口风光。 杨逸寰/文 王建春/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