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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民生

新华社南京电（记
者刘巍巍、陈圣炜）夜幕
下，古城苏州焕发别样
光彩。

平江路上，众多文
创商铺支起摊位；金鸡
湖畔，苏州交响乐团和
芭蕾舞团玩起“混搭”表
演；运河边，“体育夜市”
吸引 20 多个机构“练
摊”；古镇木渎，青年非
遗“ 108 匠”点燃创意
潮，红木、刺绣、缂丝、核
雕等传统技艺在夜色下
散发时尚魅力。

新冠肺炎疫情发
生以来，相关产业遭遇
“寒冬”。“五一”期间，
江苏省苏州市围绕吃、
住、行、游、购、娱等活
动，打造“姑苏八点半”
夜经济品牌，推出夜
游、夜食、夜购等主题，
营造充满烟火气的苏
州夜生活，促进消费回
补升级。

观前街上的老字
号仁昌顺糕点铺，人气
又旺了起来。6 7 岁的
“老苏州”顾招娣说，晚
饭后沿古巷散步，顺便
来上半斤定胜糕、袜底
酥，满满的儿时记忆。

踏着青砖石板，走
进苏州古典园林沧浪
亭，实景版昆曲《浮生六
记》正在上演。“绿水绕
园外，侬音入古宅。”观
看演出的上海游客许迟
告诉记者，古老的爱情
故事在月色下多了缱绻
味道。

在守牢防控、安全
等底线前提下，苏州近
期完善夜间旅游生态
体系，优化夜间消费服
务环境，拉动文旅产业
强劲复苏。

繁华姑苏文创品牌
负责人赵妍说，平时晚
上 10 点钟几乎没什么
人了，“姑苏八点半”夜
经济开始后，10 点钟成
了一个高峰期，销售情
况得到改善和提高。

苏州人民商场总经
理助理谢雄飞表示，夜
经济为商圈带来人流，
为商家带来商机。“五
一”期间，商场销售恢复
到去年同期八成以上，
夜间消费占比从以前的
20% 提高到 30%。苏州

市文广旅局数据显示，“五一”假期，该市接待游
客 235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25 亿元，升温
明显。

苏州还探索“线下购物无理由退货”，设立
专项资金池，试水政府先行支付制度，为民众放
心消费提供保障。在苏州高新区狮山天街，市民
李女士仅花了 3 分钟，就将购买的童装退给了
商户。“免了口舌之争，少了后顾之忧，消费更舒
心。”李女士说。

本报记者叶含勇、董小红、袁秋岳、张超群

在有着“中国春节文化之乡”美誉的四川阆中
古城，一座硕大无比的红灯笼造型的博览会场馆，
静静地矗立在美丽的嘉陵江北岸，原本是要与海
内外宾朋隆重分享一场关于“年文化”的新春
盛宴。

但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改变了
这一切。“大红灯笼”刚刚“绽放”就匆匆关闭，整个
古城也随之陷入“沉默”。3 个多月后，春风又绿两
岸，古城已经复苏，“红灯笼”逐渐打开，这一切留
给人无限遐想：疫情后逐渐“重启”的中国旅游业，
又将经历怎样一番“旧貌换新颜”？

告别“看人头”，“洪荒之力”带火周边游

喜欢出境游的龙女士，已经去了 10 多个国
家，但还没有跟家人一起出去过。去年 10 月，她和
父母商定，今年一定要出去一次，还早早预订了今
年 4 月到泰国的机票和酒店，甚至在新冠肺炎疫
情刚暴发的那段时间，她都对这趟旅行充满信心。
然而，随着境外疫情的蔓延，各国纷纷采取限制入
境措施后，龙女士被迫取消旅行计划。

“至少在明年以前，都不会再考虑出境游了。
疫情结束最想带家人去‘大美新疆’。还是更喜欢
嘈杂的街道，那才是人间烟火气。”尽管节日期间
一家人都待在家里，但龙女士明显感觉到了周围
朋友的热情似火，“感觉朋友们像关久了似的，很
多人都出去玩了”。

以“五一”为例，4 月 30 日起，从成都出发的
“川 A”大军就铺满了各条出城高速公路。很多人
感叹这样的盛况可能连“春节”都“自愧不如”，还
有很多人说，现在就是要把过春节的感觉找回来，
“我们不是出去旅游，我们是回家”。这种出城大拥
堵一直持续到 5 月 1 日下午都没怎么消停过，而
且还有大大小小的交通事故来“添堵”。

“关疯了”的游客都涌向了哪里？从百度地图
迁徙大数据来看，“五一”当天排在“热门迁出地”
首位的成都，迁出人口主要流向了川内各地，占同

期成都人口迁出总量的 87 . 79%，如果把重庆的
5 . 29% 加上，川渝地区吸纳了同期成都迁出人口
总量的 93 . 08%。

四川川旅洛带旅游文化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总
经理张强告诉记者，小长假期间，该公司游客接待
量已恢复到去年同期的 80%，目前以家庭游、亲
子游、近郊游为主，游客多为成都周边市民。而且，
与往年同期知名景区摩肩接踵“看人头”不同，今
年，各地旅游景区都在执行国家规定，即接待游客
量不得超过核定最大承载量的 30%，这使得周边
游目的地更加分散，全域旅游迎来了游客的“洪荒
之力”。

记者从成都都江堰市文旅部门了解到，据不
完全统计，今年 5 月 1 日-5 月 4 日，都江堰市共
接待游客约 99 . 39 万人次，游客接待量接近去年
同期水平，旅游综合收入也与去年同期大致持平。
但从景区游客接待量来看，2019 年 5 月 1 日-5
月 4 日，青城山-都江堰景区共接待游客 29 . 61
万人次，今年同期这个数字断崖式下滑至 12 万人
次，绝大多数游客来到这里就是沉浸式“游山玩
水”深度游。截至 5 月 2 日，当地品质酒店客房出
租率达 83%，精品民宿入住率达 98%。

供职于成都一家事业单位的碧辉，就把这个
“加长版”小长假的旅游目的地选在了青城山，“我
们选了一间名为见素山居的民宿，挑一个山清水
秀的去处，去体验一种‘劫后余生’的放松吧”。成
都市民夏先生说，一家人住在民宿里看看花，摘摘
果子，学学泡茶，非常惬意，“我们到了后发现，大
多数旅客就是成都周边一家人过来耍”。

技术赋能新体验，线上线下“逛神州”

雨后的成都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烟雨蒙蒙，
隐现于其中的“大山邻居”农耕文明主题园，此时
别有一番情趣：古典的大门与现代的花廊相互辉
映，门前，槐花洒落地上，铺成了一地雪白；成串的
雨水自屋檐而下，滴答滴答，在台阶上溅起阵阵
水花。

不远处，新搭建的玻璃房里，主播萍姐正忙碌

着。“这是我们简阳的红樱桃，来一颗，酸甜可口。
最过瘾的吃法是一把一口，那才叫一个爽……”萍
姐一脸享受地吃着樱桃，一边与网友分享各种
甜美。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大山邻居”于 3 月 6
日恢复营业以来，一直实行预约式经营模式，严格
控制人流。但眼看着樱桃逐渐成熟，副总经理刘安
也想抓住复苏中的这拨人流和消费流，努力提高
营业额，把疫情造成的损失找补回来，于是就跟一
家叫“绣织缘”的传媒机构合作，“大山邻居”提供
场地，“绣织缘”安排线上直播，一边为樱桃节宣
传，一边吸引网友关注，开展“直播带货”拉人气。

携家人来此游玩的成都市民陈先生说：“以前
来农家乐觉得有一点乱，现在疫情下，农家乐更注
重卫生和消毒了，我们也更放心。而且是预约旅
游，不像以前人爆满，现在刚刚好。”感觉“刚刚好”
的游客还很多。在历史文化名城、“中国春节文化
之乡”四川省阆中市，严格的限流措施让徜徉古城
景区的游客体会到久违的自在。在中天楼附近，一
群“纱巾嬢嬢”围着一位沿街卖豆花的大哥纷纷拍
照，大哥一开心，便掏出口琴吹奏各种悠扬名曲，
让人陶醉。

在成都海外旅游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王涛看
来，过去旅游业脚步太快，每个人都忙于眼前事，
而无暇顾及远期发展，传统旅游形式、产品是时候
升级换代了。记者注意到，，很多地方都在抢抓疫
情带来的“缓冲期”，尤其注重借力技术创新推动
业态升级。

在四川九寨沟，景区启动了“云游九寨沟”网
络直播，满足游客欣赏九寨沟美景的愿望。其中，
5 月 2 日的直播就吸引了 35 万人次在线收看，而
通过预约在当天实际到景区游览的游客不超过 1
万人次。

“远亲不如近邻”，成都文旅集团旗下的宽窄
巷子景区抢抓热点，联合重庆文创公园鹅岭二厂
发起成渝双城互动消费活动，以川西四合院落创
设“奇遇空间”。作为系列文创活动之一，安排了为
期五天的直播活动，每天下午“奇遇之人”漂流直

播间都邀请成渝 20 位品牌主理人，以直播形式
聚焦不同主题探索双城同向。据不完全统计，系
列直播总观看量超过 600 万次，最高同时 9 万
人在线观看，通过直播小程序浏览量近 1 . 5 万
人次，“带货”120余笔。

宽窄巷子管理公司业务总监唐伟表示，在
全面复市的同时，更要履行好疫情防控的社会
责任，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节假日宽窄巷子的
游客量和经济收益肯定是下滑的。但是，我们假
日期间趁机启动的成渝双城互动消费活动，却
让广大市民和网民在成都走进重庆、在重庆走
进成都，成为成渝两地开展文旅文创地标合作
的开端。

记者节前从成都市文广旅局了解到，根据
线上文旅产品订单数据信息，“五一”假期，成都
相关线上旅游产品预订量较清明节大幅增长，
增幅超过 80%，相比 3、4 月的整体情况和清明
节呈现出明显的加速回暖发展态势，初步预计
游客总人数较清明节假期有望实现翻倍。

疫情摁下的“暂停键”，还需“吐故纳

新”来重启

“我们的目标就是生存下来。”上海旅游咨
询及定制从业者高女士说，疫情以前，她所在的
公司主营老年人境外定制游。

从过年到现在，高女士原来接的团队都已
退单并完成退费，公司损失惨重。还好，她除了
旅游还有机票代理，还在做境外回国机票业务，
工资目前六折，天天上班。为了生存，她也和很
多其他旅游从业者一样，在微信朋友圈卖起了
土特产，多少补贴一下收入。她说，很多导游、领
队、旅行社员工都已经在其他行业找工作了。

尽管如此，在这个行业做了 20 年的高女士
对未来还是充满信心：“近几年旅游业发展很红
火，这次被疫情摁下‘暂停键’让大家意识到，旅
游行业，不管你从事哪个环节，从业态到产品都
该进行升级了。”

成都旅游住宿业协会会长安茂成建议是，

酒店民宿业应该利用这个机会迎难而上练好内
功，比如，进行一些文创产品的开发，还有主题
酒店的创意打造等，以及线上渠道的开拓等。
“目前，我们行业协会也在抓紧搭建‘掌游成都’
App，集合成都线上的旅游、住宿、玩耍资源，让
旅游者掌上玩转成都，更加引导刺激消费。”

王涛认为，以往传统的跟团游大多“流于表
面”，今后应该会更多去开发参与性、体验性更
强的深度游产品，让国内外游客都能更深刻了
解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共同去讲好中国故事。

高女士告诉记者，从出境游来看，目前有一
些平台正在为业内人士提高业务水平提供帮
助，“我们也在创新旅游产品、拓宽营销平台，例
如开展直播介绍目的地等方式，去拓宽出境游
组团的眼界”。

在此次疫情中，既能与都市保持一定距离
又省却了景区喧嚣的乡村游大受追捧。很多受
访业内人士认为，如果疫情越来越稳定，乡村度
假应该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一个趋势。某种
意义上说，现在出门旅游，大部分场景都是去乡
村，尤其疫情过后，人们对良好的环境需求更突
出，美丽乡村建设的成效和价值正得到越来越
多的认同。

但是，对于辛勤“耕耘”的乡村旅游从业者
而言，现在还面临诸多生存发展瓶颈。“突出的
问题是人才匮乏，有本事的人请不来，就算请进
来，也不容易留住。”一位民宿旅游业从业者发
现，到乡村经营旅游业 2 年多时间后，要寻找并
留住职业经理人非常难。乡村虽然美丽，但是生
活配套远不如城里那么便利和完善，有才华的
年轻人来了后，刚开始觉得新鲜，时间一长就会
感觉到单调和不便，进而想逃离。

“都说乡村旅游民宿令人向往，但我们连房
东的儿子都留不住。”有从业者呼吁加强农村基
础设施和公务服务有效供给，加强乡村旅游人
才培养，并给年轻创业者发放下乡经济补助，增
强年轻人扎根乡土的获得感、成就感、荣誉感，
把未来的乡村装扮得更加迷人。

疫情摁下的“暂停键”，需“吐故纳新”来重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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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昆明电（记者严勇、刘昕宇、吴寒）对于
黄显菊来说，刚刚过去的“五一”小长假是她今年
最忙的时候。作为云南省普洱市太阳河森林公园
的一名森林体验师，她每天都要领着游客体验与
动物互动、丛林飞越、夜间观测等节前陆续推出的
新项目。

“触摸犀牛和夜观昆虫等体验项目很受欢迎。
我每天要接待 30 人左右，比平时多出了一倍。”黄
显菊说，像她一样穿梭在户外项目的森林体验师
有 10 多位，大伙儿都在挑战自己。

太阳河乐园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明霞说，
这是景区“危”中寻“机”的一个尝试。为了满足
游客新的消费需求，公司适时推出了“疫后疗愈

森林康养”为主题的户外体验项目套餐，其中
在森林体验师引导下的多个互动项目颇受游客
好评。

“五一”小长假期间，位于文山州的普者黑景
区推出了水上滑板，昆明世博园启动“花海玻璃天
空之镜”“丛林彩虹滑道”等新项目，楚雄州世界恐
龙谷则以“重返大自然 乐游恐龙谷”为主题，引
导游客外出踏青放松心情。

疫情发生以来，以大理、丽江等为代表的热门
旅游城市一度遇冷，旅游收入下滑明显，给旅游从
业人员造成不小的冲击。随着国内疫情逐步缓解，
他们陆续恢复了开业，也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小长
假迎来了不错的“创收”。

杨学花在丽江古城南门牌坊边上经营着一
家民宿，对于假期的入住率，她表示“超出了自己
的预期”。5 月 2 日当晚，近 90 间客房迎来了客
人入住。五天下来，入住率达到了 70% 左右。除云
南本地人外，还有少量来自贵州、四川等地的
游客。

除了地理位置占优势，她家的生意回暖还
得益于产品服务升级。“整个 2 月和 3 月，我们
都没有开业。我们利用‘空档期’对院子进行了
改造，重新设计并种植花卉，打造一个花园式民
宿。”杨学花说，她们把纳西族服装体验等服务
通过抖音直播，加大宣传推广力度。为了让客人
住得安心，还将早餐改成配送餐。

节假日前夕，云南发布了 80 条“亲近自然
静心养性”云南文化旅游线路产品，涵盖了休

闲康养、自驾露营等方面，做好提前分流的同
时，也为游客出游提供更多选择。同时，全省旅
游景区还通过“一部手机游云南”智慧旅游平台
实行游客入园预约，超过 24% 发出黄色预警，
临近 30% 发出红色预警。

记者了解到，当前，云南多地在做好疫情防
控的基础上，借力“智慧旅游”稳步推进文旅产

业复苏。西双版纳、临沧等地通过微信公众号、
电子标识牌等方式及时发布景区限流、分流提
示。玉龙雪山景区提供自助导游导览、线上购
票、刷脸入园、智能停车找车等智慧服务，还开
启了无人机巡查模式，提醒游客戴好口罩、不聚
集、不扎堆等。

据了解，“五一”期间，云南全省共接待游客
9 9 6 . 6 2 万人次，恢复至去年同期水平的
66 . 8%，实现旅游总收入 78 . 58 亿元。其中，自
驾游出行占比较高，周边游、乡村游、公园游成
为当下各地游客首选。

5 月 9 日，云南省出台减免房租、支持设
立文旅支行、建设半山酒店等 18 条措施，支
持文旅产业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加快转型发
展。“这下我们的发展信心更足了。”杨学
花说。

“危”中寻“机”：云南文旅产业逐渐复苏

▲ 5 月 15 日，游客在恢复开放的上海环球金融中心观光厅欣赏上海景色。当日，因疫情于 1 月下旬关闭的上海环球金融中心观光厅恢复营业。恢复开放期间，上海环球金
融中心观光厅调整了电梯载客人数和游客通道，采用新的实名制购票系统，并采取体温测量、人数限流、定时消毒等防疫举措。 新华社记者刘颖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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