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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菏泽：牡丹花开喜迎八方客

4月8日，山东省菏泽市曹州牡丹园内，牡丹花盛开，引来游客拍摄观赏。菏泽被称为
“中国牡丹之都”，牡丹是菏泽的城市名片。据了解，目前曹州牡丹园面积达1600亩，种植
有牡丹品种1200多个、芍药品种600多个，成为众多游客观赏花卉的首选地。

中国城市报记者 全亚军摄

■中国城市报记者 张亚欣

具有年代感的绿皮火车摇
身一变成为“熊猫专列”，引发
广泛热议。

近日，中国铁路成都局集
团有限公司推出了新型旅游专
列——“熊猫专列”，内外装饰
都按照熊猫主题元素统一设
计，车厢名字也和熊猫有关，比
如高级软卧叫“熊猫雅舍”、餐
车叫“熊猫餐厅”、多功能娱乐
车称为“熊猫乐园”等。

这趟“萌萌哒”列车究竟是
具有可持续性的旅游消费新场
景，还是只新鲜两三天的营销
噱头？

集多种功能于一体的列车

日前，一辆搭载着252名
旅客的“熊猫专列”Y888次列
车从四川成都出发，开往贵州，
途经遵义、茅台、毕节等地，最
后再回到成都，为期三天两夜，
沿途到站后旅客可前往遵义会
议会址、四渡赤水纪念碑等景
点参观。这趟跨省旅游专列以
红色旅游为主题，吸引了不少
亲子出游家庭。

“这趟列车早就看不到从
前绿皮旧车的影子，人们吃、
喝、玩都能在列车里解决，同住
在高级酒店里没什么差别。而
且我闺女从小就喜欢熊猫，她
一看到列车内的主题软装就走
不动路了。”来自成都的游客王
军告诉记者，两天三夜这个时
间刚刚好。趁着假期，他带着
妻子与孩子特意选择了红色旅
游主题，一方面游览了革命纪
念地旧址，另一方面也配合了
对孩子的红色教育。

据了解，“熊猫专列”集交
通、住宿、餐饮、娱乐、会议等多
种功能为一体。为了让旅客体
验更丰富，客运工作人员在多
功能车内还准备了以红色故事
会为主题的文化活动。与普通
旅行列车相比，“熊猫专列”配

有独立卫生间、恒温淋浴系统、
观景长桌、麻将桌、KTV等设
施。此外，熊猫餐车里还有钵
钵鸡、担担面、钟水饺等多种特
色小吃，让旅客们充分体验川
味文化。

“列车结合当前外出旅游
的发展趋势，打造高品质、高频
率运转的新型旅游产品。同
时，列车借助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的政策东风，配合川
渝两地打造巴蜀文化走廊。”四
川成都铁路国际商旅集团有限
公司旅游管理部部长钟树坦
言，他们欲打造的不仅是旅游
的一个环节、一种交通工具，而
是一种新型的旅游消费场景。

维持热度任重道远

近年来，旅游与交通行业
的融合发展日益紧密。早在
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的《交通强国建设纲要》中就
强调，要深化交通运输与旅游
融合发展，推动旅游专列、旅
游风景道、旅游航道、自驾车
房车营地、游艇旅游、低空飞
行旅游等发展，完善客运枢
纽、高速公路服务区等交通设
施旅游服务功能。

据了解，未来，中国铁路成
都局集团有限公司还将重磅推
出东进重庆、西走攀西、南下贵
州、北上广元等多条主题旅游
线路，积极构建“熊猫专列”周
周有产品、月月有主题的铁路
特色旅游服务方案，倾力打造

“交通+旅游”精品旅游列车新
模式，用“熊猫专列”将西南地
区优秀旅游资源更加紧密地联
系在一起。目前，“熊猫专列”
开行初期主要为中国铁路成都
局集团有限公司管内，即四川、
重庆、贵州三省市，后期根据运
营情况，“熊猫专列”或将拓展
至全国。

“‘熊猫专列’结合成都特
有的大熊猫IP打造的列车主题
化场景，可以丰富游客的旅游

体验。”从事多年旅游目的地营
销工作的马立升告诉记者，“熊
猫专列”更像是一列移动的列
车酒店，在游客游览过程中，住
宿体验是一个不错的吸引点，
但该专列不同目的地间的运行
时间不长，难有更多的住宿体
验消费。

根据大熊猫IP打造的列车
主题化场景固然更容易吸引游
客体验，但这种消费热度是否
具有可持续性？

对此，暨南大学 MTA 中
心主任梁彦明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若想维持热度，今
后应思考文旅营销中如何将
IP形象（如熊猫）作为杠杆进
行异业品牌联盟构建，吸引关
注流量，以IP跨行业运营来促
进当地经济发展。”此外，他还
认为这种新趋势、新现象可能

会延伸至全国。

如何摆脱局限性

实际上，尽管目前有不少
数据都显示，红色旅游已越
来越受到年轻人的青睐，但
红色旅游的稳定客户群体仍
是老年人。

在马立升看来，偏观光属
性的红色旅游对年轻人难有强
吸引力。“‘熊猫专列’中的熊猫
及其构建的新场景，算是核心
吸引物，对年轻人有一定的吸
引力，若以此为流量入口，可
为之后的红色旅游景点引流，
可以当做未来红色旅游项目
拓展客群的一种手段。”马立
升认为，倘若“熊猫专列”组合
的景点能结合新客流提供一
些对应的体验产品，整体运营

效果将更好。
虽然造型可爱、体验丰富

的“熊猫专列”一经推出就大受
欢迎，但不可否认，其目前的运
营方式尚存局限性。马立升认
为，不同区域间的资源整合、产
品线路串联有着不小的发展空
间，但“熊猫专列”当前偏线路
型整合模式，建议其未来可将
不同目的地进行差异化的资源
整合。

此外，暨南大学旅游管理
硕士彭海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说，“熊猫专列”红色旅游路线
中仅仅是有“熊猫”这个噱头，
对旅游目的地沿线带来的收益
如何界定是个问题，究竟是通
过实物衍生品的抽成还是通过
小程序购买服务（酒店住宿、门
票等）实现收益，仍是后期值得
思考的问题。

■中国城市报记者 张亚欣

日前，携程在香港联合交
易所网站提交了初步招股文件
(聆讯后资料集)。在招股文件
中，携程透露了其业绩以及未
来业绩新的增长空间。一旦携
程成功在港上市，意味着全球
首家同时在美国和香港上市的
在线旅游企业诞生，携程也将
迎来新一轮价值重估。

从携程的收入构成来看，
住宿预订、交通票务作为拉动
携程营收的“两架马车”，由此

延伸的高星酒店和机票预订业
务已成为携程的核心竞争壁
垒。易观报告显示，截至2019
年12月31日，携程在中国境内
提供了数量最多的机票及酒店
住宿产品，产品和供应链的规
模化效应也为携程创造了极具
市场竞争力的价格优势。

实际上，携程的“护城河”
不仅有高星酒店、机票预订等
核心业务，还有其对技术升级
的大量投入。据招股文件信
息，2018年—2020年，携程在
产品研发费用上的总支出累计

高达280亿元。携程的自研技
术为其整体运营提供了强有力
支撑，包括人工智能、大数据分
析、虚拟现实等技术长期为供
需两端提供技术支持。招股文
件显示，截至2020年12月31
日，携程的移动应用程序已经
实现近75%的自动化支持。

此外，招股文件还显示，
2020年，携程的毛利率在78%
的高位，过去3年中的波动仅
为±2%。值得注意的是，2020
年，携程集团的净资产仍保持
在千亿规模，达到 1015.67 亿

元，甚至比2018年高出128.34
亿元。在“深耕国内、心怀全
球”的战略驱动下，携程的业绩
仍有较大的增长空间。

从宏观市场来看，根据易
观报告，2025年，国内旅游市
场规模预计达到 10.1 万亿元
（1.6万亿美元）；全球旅游市场
规模预计将于今年恢复增长，
并将在2025年达到7.1万亿美
元的规模；人均旅游消费方面
同样潜力巨大，2019年国内人
均旅游消费为158美元/次，远
低于美国游客的873美元。

业内人士对此次携程赴
港上市的举动并不意外，甚至
认为是“谋划已久”。“在美股
之外的市场上市，能够更贴切
自己的市场，同时还能吸引更
多对国内旅游市场情况有着
切身感受的投资者参与投资，
这对于携程来说是很有帮助
的。”北京联合大学在线旅游
研究中心主任杨彦锋认为，受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携程主要
的战场还是在国内，国际国内
双渠道的开辟，更有助于携程
进行融资。

携程提交初步招股文件，赴港二次上市再进一步

““熊猫专列熊猫专列””受热捧受热捧，，噱头还是噱头还是““实力选手实力选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