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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风频吹暖风频吹，，旅游业如何在期待中过冬旅游业如何在期待中过冬
■中国城市报记者 张亚欣

连日来，旅游业相关利好
消息频传。

先是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综
合组发布《关于进一步优化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科学精准
做好防控工作的通知》（以下简
称《通知》），对密切接触者、高
风险区外溢人员、入境航班、入
境人员等的管理方案作出了调
整；而后，文化和旅游部发布
《关于进一步优化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措施科学精准做好文化
和旅游行业防控工作的通知》
（以下简称《文化和旅游行业防
控工作的通知》）明确指出，优
化跨省旅游管理政策，跨省旅
游经营活动不再与风险区实施
联动管理。

在业内人士看来，上述两
则重磅通知无疑为旅游业的复
苏注入一支强心剂，也释放出
一个讯号：在疫情防控不放松
的前提下，国内还需要做到在
期待中开放、在严阵以待中持
续向好。

释放人员流动性
激发旅游市场活力

防疫政策的调整，牵动着
旅游业的整体发展。

《通知》明确提出，将风险
区由“高、中、低”三类调整为

“高、低”两类，最大限度减少管
控人员。同时，对密切接触者，
将“7天集中隔离+3天居家健
康监测”管理措施调整为“5天
集中隔离+3天居家隔离”。此
外，《通知》还明确表示，将进一
步整治疫情防控“一刀切”“层
层加码”等不利于科学精准防

控的现象。
《通知》一经发布，多家平

台机票搜索量大增。
飞常准APP数据显示，目

前，出入境航班搜索量已经达
到2020年 5月“五个一政策”
发布后的最高值，较今年低位
运行期间提升 125%以上；其
中，部分热门航线搜索量提升
明显，比如日本回国航线搜索
量提升超过3倍，英国回国航
线搜索量提升超过 4 倍。同
时，政策利好或带来回国航线
运力增加，预计到11月底，回
国航线的运力将环比提升
25%以上，较年内低点5月提
升300%。

携程数据显示，《通知》发
布后，携程平台的机票搜索量
较前一日增长超1倍，酒店搜
索量增长近7成；同程旅行国
际机票搜索量迅速上涨，1小
时内搜索量较前日同一时段
上涨448%；去哪儿平台国际
机票瞬时搜索量达到近一年
峰值……

携程研究院战略研究中心
副主任张致宁认为，调整隔离
政策、取消中风险区设定，对于
在精准防控背景下释放人口流
动性将起到积极作用，也将在
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国内航空及
旅游业的恢复。“长期来看，包
括缩短隔离时间在内的一系列
政策举措，进一步释放了国内
旅游市场的流动性，国内旅游
市场或将在秋冬疫情过后，迎
来加速反弹。”张致宁说。

“旅游业繁荣兴盛需要有
安全稳定的出游环境。”高级经
济师、产业经济投资专家邓之
东在接受中国城市报记者采访
时称，《通知》的优化防控二十
条新规统筹考虑疫情防控和经

济发展，防控更加科学、精准，
进一步消除群众出行顾虑，提
高群众出游意愿，释放人员流
动性，激发旅游市场活力。这
对于高度依赖人员流动和接触
式消费的旅游业而言无疑是一
大利好，有利于进一步提振行
业信心，增加市场复苏动力，推
动旅游业复苏发展。

提振市场信心
但今冬仍处于观察期

当旅游业者还沉浸在优化
防控二十条新规或将促进行
业复苏的喜悦中时，文旅部发
布的《文化和旅游行业防控工
作的通知》则更为提振从业者
信心。

具体看来，《文化和旅游行
业防控工作的通知》优化了跨
省旅游管理政策，明确根据最
新风险区划定管理办法，跨省
旅游经营活动不再与风险区实
施联动管理；跨省游客需凭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乘坐
跨省交通工具。

在业内人士看来，新政策
放宽了对旅游目的地的限制，
使得旅游活动能够比较广泛地
重新启动，使更多的旅游城市
与旅游目的地能够顺利进行跨
省市的旅游活动，有效地促进
了旅游业的有序恢复。

同时，根据《文化和旅游行
业防控工作的通知》，将继续暂
停旅行社和在线旅游企业经营
出入境团队旅游及“机票+酒
店”业务，暂不恢复陆地边境口
岸城市团队旅游业务。

此外，《文化和旅游行业防
控工作的通知》要求加大“一刀
切”“层层加码”等问题的整治
力度，压实各级文化和旅游行

政部门及各类行业主体责任，
严格执行国家统一的防控政
策，并会同相关部门做好滞留
游客安置安抚和疏解工作。

市场嗅觉对于政策风向变
化有着极为敏锐的反应。途牛
旅游网搜索量、预订量迎来明
显上涨，截至11月16日15点，
跨省游产品订单占比为46%，
跨省游订单占比呈现大幅上
涨；携程跨省游产品搜索量达
到国庆假期以来的峰值，自由
行产品搜索量较前一日增长超
两倍……

“《文化和旅游行业防控工
作的通知》发布对于游客而言，
意味着其在遵守国家疫情防控
政策的前提下，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自由流动。”北京第二外国
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
究院副教授吴丽云认为，跨省
游熔断机制取消，有助于旅游
消费者信心的恢复。政策调整
前很多地方都有疫情中高风险
区，且旅游中有很多的不确定
性，比如出发时目的地没有风
险区域，但是在当地旅游时风
险区域突然增加了。这是无法
预测的，会影响游客外出旅游
消费的信心。同时，跨省游熔
断机制取消亦有利于提振文旅
企业的运营信心。

然而，在景鉴智库创始人
周鸣岐看来，这从政策面来说
肯定是一个好消息，但反映在
市场方面还有待观察。一般
来讲，全国大部分地区在“十
一”黄金周之后就进入旅游
淡季，再加上冬季也是传染
病高发期，因此今冬仍旧处
于旅游观察期。同时，不光
要看旅游目的地，也要结合
客源地的实际情况，看消费主
力人群能否外出。

市场复苏有过程
行业还需苦练内功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旅
游业的发展步履维艰，甚至多
次被迫摁下“暂停键”。如今，
随着我国防控更加科学、精准、
人性化，旅游业复苏的脚步正
逐渐加快。

然而，实际上疫情仍然属
于阻碍旅游业复苏的一大不确
定因素。未来，为迎接或将到
来的复苏高峰，旅游业在疫情
防控常态化下该如何做好应对
准备？

世界研学旅游组织专家张
德欣在接受中国城市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市场并非能够一下
子放开，政策也有一个逐步松
绑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行
业应当苦练内功，寻求新的机
会，比如进一步深挖城市周边
自驾、亲子游市场，以及在其他
优质资源领域提前做好布局。”

此外，吴丽云建议，旅游行
业应做好产品、服务以及营销
上的准备，并做好自身的能力
建设；解决好在落地执行过程
当中面临的问题，这也需要具备
一定的前瞻意识，把问题想在前
面；同时还要充分考虑消费者的
心理变化，如今消费者的消费心
理和疫情暴发前相比已有了很
多变化，企业对此则需要做出相
应的营销策略调整。

四川成都：
出台房产新政
优化限购措施

本报讯 11月17日，四川
省成都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
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关
于进一步优化区域限购措施的
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明确，将天府新区
成都直管区、成都高新区西部
园区、锦江区、青羊区、金牛区、
武侯区、成华区、龙泉驿区、新
都区、温江区、双流区、郫都区
统一为一个住房限购区域，具
备该区域内任一区购房资格的
居民家庭以及具备成都高新区
南部园区购房资格的居民家
庭，均可在该限购区域内购买
住房。该区域购房套数、户籍
社保年限等住房限购要求保持
不变。

在成都东部新区、青白江
区、新津区、简阳市、都江堰市、
彭州市、邛崃市、崇州市、金堂
县、大邑县、蒲江县区域内生活
工作且无自有产权住房的非成
都市户籍居民家庭，可在该区
域内购买一套住房用于自住。

《通知》自2022年11月18
日起施行。 （王 垚）

山东济南三大火车站
实现互联互通

近日，山东济南黄东联

络线通车运营。黄东联络线

由胶济铁路黄台站引出，接

入济青高铁济南东站，线路

全长 10.5 公里，设计时速

120公里。黄东联络线的建

成通车，不仅实现了济南站、

济南东站、济南西站三大客

运站的联通，更实现了京沪

高铁、济青高铁、胶济客专、

济郑高铁等多条铁路的互联

互通，形成贯通济南站、济南

东站、济南西站三大火车站

环形高铁客运通道。图为11

月18日，列车行驶在黄东联

络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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