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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日生活

出境游也划算、民宿一床难求、不赶路不打卡

长假新现象折射百姓旅游新心态

有的网红客栈每天花千元左右“刷单”，“刷手”接单每条挣 3 元到 10 元

订单靠“刷”、点赞靠“编”，揭秘民宿“刷单”套路

新华社杭州 10 月 4 日电(记者黄筱、唐弢)
每逢国庆长假，旅游都是老百姓娱乐休闲的选
择之一，既能放松心情，还能和亲朋好友团聚。
长假过半，记者发现，与往年有所区别，今年长
假旅游的一些新现象，折射出老百姓的旅游心
态发生了变化。

出境游也划算，东南亚成“热

门超值”首选

普吉岛自由行 1888 元、吴哥窟自由行 999
元、芽庄自由行 999 元……国庆前夕，旅游公司
销售经理傅小姐的朋友圈，变成了各种特价旅
游产品的发布平台。

“大部分都是机票加酒店，千元就能搞定，
不少国家对中国公民还是落地签甚至免签。”傅
小姐说，她发布的境外特价旅游产品都会很快
被“秒杀”，越来越多的客户选择到境外旅游，东
南亚国家和海岛地区，比如越南、泰国、马来西
亚等常常低价“扎堆”，即使平时没有打折的普
通价格，也比国内部分地区的旅游产品更便宜。
记者在飞猪、去哪儿、途牛等旅游出行 App

查询，境内旅游的热门地，例如海南、西安、成
都、厦门、昆明等地，国庆期间从北京出发的机
票加酒店旅游产品，大多数都在 2500 元以上；
而泰国普吉岛、越南芽庄、沙巴等地的旅游产品
最低价只需要一千多元。

“我经过对比，才决定全家一起去越南芽庄
旅游，一是因为距离近，老人和孩子不用受太多

舟车劳顿之苦。二是价格便宜，不仅是机票酒
店，去过的朋友说那边消费水平也低，对于工
薪阶层来说是很好的选择。”宁波的胡先生国
庆假期带着父母妻子和孩子旅行，从原计划的
三亚换成越南芽庄，正是出于对性价比的考
虑。

但是业内人士表示，选择旅游产品时不
能一味地只看价格高低，有些过低价格的旅
游产品会附带较多购物景点和自费项目，反
而带给游客不好的旅游体验，“无论是国内游
还是出国游，都要选择正规的渠道预订酒店、

机票和旅游产品，很多游客会选择自由行，这
样的话旅游保险和售后服务需要更加重视。”

民宿一床难求，明年“五一”

已开始预订

“今年国庆假期的民宿半年前就有人开始
订了，最近已经有人在预订明年‘五一’假期的
房间。”浙江德清近年来因为民宿“洋家乐”成为
新兴的旅游热门地，德清县民宿行业协会副会
长沈蒋荣说：“想来德清尤其是莫干山住到心
仪民宿必须要趁早，如果想在国庆、春节这种
长假来旅游，提前三个月以上预订比较保险。”

“住民宿就是为了体验大自然的气息和
乡村风貌。”上海游客徐欢说，最近几个假期
她都和家人在湖州的民宿中度过，“现在乡村
振兴把农村都发展起来了，完全不是过去脏
乱、落后的样子，我们来了都不想回去。”

近年来，浙江德清、桐庐、松阳、安吉等民
宿经济在国内已经小有名气，每到节假日就
会出现“一房难求”的现象，价格上浮从 20%
到 100% 不等。

沈蒋荣介绍，德清一个县的民宿就有近
700家，到今年年底会发展到 800 多家，客源
从过去长三角地区也慢慢扩展到全国各地，
今年国庆除了有北京、青岛、长春等地游客，
还有许多外国游客来玩。

沈蒋荣自己也开了民宿，全年的平均入
住率在 60% 左右，“这在民宿行业中属于非
常不错的业绩了。”沈蒋荣坦言，绝大多数民
宿呈现“旺季火热，淡季冷清”的情况，国庆之
后就开始进入淡季，平均入住率在 20% 至
30%是正常现象。他表示，要改变这种“冷热
不均”的情况，一方面需要民宿经营者拓展渠
道，在下半年淡季时引进一些企业年会、公司
团建的团队，弥补淡季的冷清；另一方面则需
要有关部门在规划民宿旅游时，能够引进一
些配套项目，让游客有更好的体验感，比如农
事体验等接地气的活动。

不赶路不打卡，轻松深度游受青睐

“上车睡觉、下车拍照”，曾是几年前老百
姓旅游的真实写照。如今，走马观花、只求到
此一游的旅游节奏正在减少，不少人选择轻
松的深度游，融入当地生活。

杭州白领李华在国庆假期没有去任何一

个景区，而是在杭州桐庐县旧县合岭村找了
一个农家乐，订了四天房间，“这里没有景点，
也没有太多游玩项目，但空气好、乡亲们朴
实，度假要的就是闲适的心境。”李华说，以前
假期出游都会去旅游景点，与其说是在看风
景，不如说是在看人，身心俱疲。在一档综艺节
目中，他了解到了这个小村庄，觉得走马观花
旅游没有趣味，于是一家三口每天就在村里散
步看书聊天发呆，吃着农家饭，享受慢生活。

成都也是“深度游玩家”偏爱的“旅游胜
地”，小酒馆、火锅、看熊猫、打麻将、喝茶是“90
后”小许的国庆旅游项目，“虽然来成都旅游的
人也不少，但我和朋友们不赶路、不打卡，只
是想体验当地人的生活，这样就很舒服。”
数据也体现了当下旅游方式的转变。“今

年国庆，定制游的订单同比增长了 200%，其
中，当地特色体验类的产品增长最快。”杭州
一家旅行社营销部门负责人章女士表示，这
些主力预订人群的年龄段在 20-40 岁之间，
带车陪游、定制几乎成为旅行标配。

“现在很多人不愿意和别的游客一起挤
在大巴上听讲解、逛景点，一到旅游地点就进
入一种自我定制的模式。大家都希望寻找除
游览景点外的更多体验式内容。”章女士说，
“比如游客来杭州，我们会带他们去体验当地
手工艺，学做杭州特色美食。”

“休闲比游览更有吸引力。”在游客石磊看
来，与其把时间都花在马不停蹄地赶路和人挤人
的观光上，不如“沉”在一个地方去体验和感受。

体验丰收乐趣
国庆假日期间，各地因地制宜推出多

项特色农家乐、渔家乐、采摘乐等乡村游
活动，吸引游人走进乡村、亲近自然，体
验丰收乐趣。

图 1：10 月 3 日，游客在江西新余市的一座蔬果园内采摘葫芦。新华社记者宋振平摄

图 2：10 月 2 日，人们在山东青岛市一山庄体验收红薯的乐趣。新华社发（梁孝鹏摄）

图 3：10 月 1 日，小朋友在江西省吉安市一座瓜棚里采摘甜瓜。新华社发（曾双全摄）

 



(上接 1 版)

完善供给深化开发 助力中外游客畅游

记者了解到，长三角地区将推出更多高品质旅游精
品、更便利的区域旅游公共服务，促进中外游客“畅
游”。

上海市旅游局局长徐未晚说，长三角三省一市——— 沪
苏浙皖已达成共识，携手提升国际旅游影响力，塑造一体
化的旅游目的地形象。三省一市将加强旅游资源、市场的
联动开发和共享。

在供给方面，长三角城市将联合加大旅游政策的研究
和探索力度，设计过境免签、离境退税、跨境消费等更加
便利的旅游政策，提高入境跨省市旅游的便捷度。长三角
将围绕高铁旅游、江南文化、国际会展和体育赛事等主
题，推出更多精品旅游路线。

在保障方面，长三角还将加快实现信息咨询、交通集
散、投诉受理等旅游公共服务的规范统一，加速推进旅游
全领域服务标准化建设进程。

以将于今年 11 月在上海举办的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为契机，长三角积极探索建立健全中外来宾接待联动
机制与重大展会、节事旅游资源调节机制。目前上海的
8000 多家酒店中，已有 1700 余家进入进口博览会接待的
推荐名单，上海旅游主管部门还联系了江苏苏州、浙江嘉
兴两地，落实共计 16000间酒店客房作为住宿接待后备资
源。

业界专家指出，上海将进一步推动长三角地区实现更
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更好引领长江经济带发展。长三角多
座城市将合力推进旅游经济的繁荣发展，为国内外游客呈
现一个更加美丽、幸福的长三角。

新华社上海 10 月 4 日电

长三角：高质一体化带热旅游经济

(上接 1 版)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作用的认识不断深
化，从对资源配置起辅助性作用到“起基础性作用”，再
到“起决定性作用”；

在这一过程中，对如何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
识也在不断深化……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
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句表述，用“逗号”取代了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中的“和”字。

“一个标点之变，进一步宣示了党坚持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改革方向的决心和立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
性作用，揭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抓住了解
决中国一系列现实问题的根本。”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
主任杨伟民说。

政府和市场关系的重塑

北京，国家博物馆。
来自天津滨海新区的 109 枚行政审批公章被永久封

存。曾经，每一枚公章都是一道通往市场的“关卡”，牢
牢束缚住企业与市场的活力。

只有把权力关进笼子，才能还市场更大生机。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着力解决市场体

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的问题；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强调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

府治理，更好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优势———
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个

核心问题，重点领域基础性改革加快推进，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四梁八柱”主体框架基本确立。一些酝酿多年
的改革频频破题，一些多年久拖不决、久攻不下的难题逐
步突破。

实施负面清单制度，市场壁垒进一步消除；推进商事
制度改革，市场主体活力持续增强；价格改革和投融资体
制改革取得重大突破，市场竞争更加公平有序；营改增全
面完成，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取得新突破，社会信用体系
加快建设……一系列改革举措，改善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环
境，增强了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在中国，现在每天有超过 1 . 8 万户企业破土而出。
过去 5 年，市场主体数量增加近 80% 。

加速涌现的市场主体，成为中国经济最富活力的动力
源泉。其宏阔的时代背景，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
革的不断深化及其推动的经济大发展和大转型。

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大力简政减税降费，严格保护产权，为各类所有制企
业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一系列扎实举措昭示市场化改革的
方向更加清晰，脚步更加坚定。

改革行至中流，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剩下的都是难
啃的“硬骨头”。实现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
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产权保护制度有待完善；要素
市场建设相对滞后，成为制约劳动力、土地、资金、技
术、信息等要素自由流动的主要障碍之一；垄断行业改革
还需发力；加快完善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创新和完善宏
观调控，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仍是重大课题……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
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
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

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加快完善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不断深
化，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路径更加清晰。

今年 6 月底， 2018 年版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对外
公布，外资进入银行、证券、汽车制造、电网建设、铁路
干线路网建设、连锁加油站建设等一系列限制取消。

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基于改革开放 40 年来的宝
贵经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继续在与世界的深度互
动中不断完善。

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何立峰表示，下一步要加大重点
难点领域改革力度，继续研究和推出一批管用见效的重大
改革举措。精准发力深化“放管服”改革，结合机构改革
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全面实施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
单制度。着力完善产权制度。加快人才、土地等要素市场
化配置改革，推动石油天然气管网运营机制、配售电改
革。加快推进国企国资改革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新
突破。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
经济体系的蓝图已经绘就。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为完善现代化经济体系提供制度保障，进一步激发全
社会创新创业活力，不断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
境界。

新华社北京 10 月 4 日电

从计划到市场的伟大实践

新华社北京 10 月 4 日电“十一”长假期间，
不少游客选择在民宿住宿，订单量和评价是最重
要的参考依据。但“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无
论订单数量还是评价内容，都有可能是“刷”出来
的，有的网红客栈甚至每天花千元左右“刷单”。

“刷单”，有客栈为此每天支付千元

浙江一位经营民宿的王女士透露，她去年新
开了一家民宿，开始完全接不到订单，更无人评
论。但她惊讶地发现，同一景区新开业的一家客
栈，刚刚两个月评论就有 100 条，在平台上的排
名一路领先。一问才知道，这家客栈并没有接到
订单，而是花钱请人刷单，获得流量支持，迅速提
升了曝光度。王女士也把房源投放到 10 个 OTA
(在线旅行社)平台上，并找人“刷单”、写评论。

河北的李方今年年初开办民宿，他通过百度贴
吧找到“刷手”，以一单 3元至 10元的价格，平均一个
月“刷”30单，自家的民宿很快在平台推荐榜单的热门
关键词中排名第一。“很多人都‘刷’。不‘刷单’就没有流
量、业绩，店铺就不可能被消费者看见。”李方说。

业内人士透露，“刷单”在民宿行业较常
见。当前，大理、丽江一些民宿客栈的从业者，

日均花费千元左右“刷单”。
据悉，还有不少网红民宿并不在 OTA 平

台上销售，而是通过微信公号和小程序对外接
单，想要“刷好评”非常方便。一些基建装修甚
至选址环境都不好的民宿，在社交媒体上大肆
渲染火起来，实际入住体验很差。

“刷单”是如何实现的？

记者采访发现，一些人专门做民宿“刷单”
生意。他们往往潜伏在民宿业微信群中，伺机
搭讪聊生意，服务项目包括刷成交量、刷好评、
删差评等。记者进入一个名为“酒店单群”的微
信群，发现不少商家在其中发布“刷单”需求，
“刷手”自由接单，每条费用为 3 元到 10 元。记
者发布一条购买“刷单”服务的信息后，很快就
有一名“刷手”接单，声称他给今年 9 月才开张
的桂林一家民宿“刷单”，一个月内就使这家民
宿在平台的各项评分中达到最高分。
记者在微信上联系到另一个“刷单”中介，

其朋友圈充斥着各类“刷单”广告。他说，一些
小规模的“刷单”商往往是一个手机，换着账号
下单，这样几个人一天就可以做很多单，但是
被查的风险高。而其所在的公司有自己的“刷
单”团队，一个人只做一单，每天换不同的人给

商家做，风险较低。
曾经从事“刷单”的小陈告诉记者，一般的

“刷单”流程如下：“刷手”先在商家进行虚假“消
费”，刷评价所需评语和照片都由商家提供。
“刷单”完成后，商家把“消费”本金和佣金一起
支付给“刷手”。“我兼职‘刷单’那会儿，每单佣
金最少 2 元最多十几元，一个月能刷 200 多
单，最多能挣 2000 多元。如果商家不给钱，我
就给他刷差评。”小陈说。

删差评是如何实现的？记者调查了解到，国
家加大治理力度后，第三方“删差评”已经很难实
现。一些民宿从业者要么直接联系消费者赔钱
认错，请消费者删除相关评价，要么请人接单，
想法让消费者删差评。极端情况下，一些“刷单”

团队还会对消费者威胁恐吓。删帖难度加大助
推了收费价格“水涨船高”，每条收费从原来的几
十元上涨至几百元甚至上千元。

堵疏结合斩断“刷单”链条

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研究中心发布报
告称，2015-2017年，我国共享民宿的营业额年
均增速约为 65%，预计到 2020年，市场交易规
模有望达到 500亿元，房源将超过 600万套。

“刷单”透支行业公信力，国家层面正在加
大依法治理的力度。新修订后自今年 1月 1日
起施行的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经营者不得对

其商品的销售状况、用户评价等作虚假宣传，
违者将被处 20 万元以上 100 万元以下的罚
款；情节严重的，处 100 万元以上 200 万元以
下的罚款，可以吊销营业执照。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薛军教授介绍，电
商平台违规今后也将被严管。自明年 1 月 1 日
起施行的电商法规定，电商平台经营者知道或
者应当知道平台内经营者有侵害消费者合法
权益的行为，但未采取必要措施的，电商平台
经营者擅自删除消费者的评价的，都将视违法
类别和情节轻重受到相应惩罚。

从电商平台的评价体系来看，很多平台是
根据民宿客栈销售额的高低来决定是否将其
优先推出。而影响从业者在平台内的“默认排
名”因素，主要是销售分、佣金分、点评分等，分
别对应销售量、向平台交纳的佣金高低、好评
数量，这就为从业者“刷单”提供了动力。

多位民宿从业人士建议，电商平台应设计
更为合理的排名规则和激励方案，不唯“好评”
论英雄，而是给“菜鸟”以机会，扶持其成长。

据悉，多地正加快相关制度探索。如成都
最近出台的民宿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鼓励社
会机构开展民宿服务质量与信用评价，引导社
会力量广泛参与舆论监督，确保民宿经营者和
第三方平台诚信经营，进一步挤压“刷单”空
间。 (记者叶含勇、杰文津、柯高阳、丁怡
全、李雨泽、张紫赟、方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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