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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黄金周期间，文化旅游消费旺盛，读者呼吁——

激发假日消费市场潜力

文化和旅游部的数据

显示，今年“十一”黄金

周期间，全国共接待国内

游客 7.82 亿人次，同比增

长7.81%；实现国内旅游收

入 6497.1 亿元，同比增长

8.47%。这再一次证明，消

费对经济发展具有基础性

作用。如何进一步激发旅

游市场消费潜力，满足群

众对高品质旅游的需要？

广大读者畅谈了自己的看

法和期待。

积 极 鼓 励 错 峰 出 游
郑 文

大 力 发 展 夜 间 经 济
丁慎毅

下决心摆脱“门票依赖”
祝建波

优 质 服 务 亟 需 跟 上
周芳元

尊老敬老献爱心

景区“一元午餐”值得推广
宋鹏伟

10月 6日，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罗坊镇“颐养之家”志愿

者在为共和国同龄老人庆祝生日。今年以来，新余市渝水区

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常态化开展新时代文明

实践活动，组织志愿者为全区359个“颐养之家”老人送温暖、

献爱心。 廖海金摄（中经视觉）

对于景区而言，门票收入是其维持
运营的必要保障，在符合规定的条件下
合理售卖门票，游客支付一定费用属正
常市场行为。然而，如果景区收益全部
靠门票，甚至把门票视为地方财政的“提
款机”，这就使门票变了味儿。

实际上，一个地方要在旅游经济上
有所作为，绝不能狭隘地盯着旅游门
票。旅游经济是典型的“眼球经济”和人
气经济，旅游业应包括吃、住、行、娱乐、
购物、交通等多个要素。在大众旅游时
代，景区管理者只有主动适应旅游业高
质量发展的要求，搬走高价门票这块绊
脚石，以免费惠民、升级服务等方式，为
游客提供舒适、便捷又具有差异化或富
有内涵的体验和服务，才能赢得更多游
客，继而实现旅游业和相关产业的发展。

因此，旅游景区可以学习杭州西湖

景区的经营思路，舍弃门票的“小芝麻”，
换取旅游经济发展的“大西瓜”，即以景
区为圆心，以整个区域为半径，把整个区
域都当作景区。景区摒弃门票经济，表
面上看貌似在做赔本买卖，实际展现的
却是一种新的旅游产业发展思路——虽
然门票收入减少了，但是游客会增多，在
景区产生的消费自然也会相应增加。西
湖免费开放10多年，旅游总收入持续增
长就是很好的例证。

当然，由于各地景区发展阶段、发展
禀赋不尽相同，全面推广免票的时机或
许并不成熟，但能够免费开放的景区要
尽快免费开放。景区门票降价乃至免费
开放，从而回归其应有的公共属性，既是
公众共同的愿望，也是共享发展理念在
旅游领域的具体体现。
（作者单位：山东省诸城市实验幼儿园）

刚刚过去的“十一”黄金周，旅游
市场呈现出繁荣景象。但也要看到，
假日“赶集式”的旅游方式给景区带来
了巨大的冲击，让不少游客有“花钱找
罪受”的感叹。同时，交通行业也承受
了巨大的压力，尽管这几年国家加大
了道路交通建设，便捷的交通也使更
多人选择自驾游，加之高速公路实行
免费通行，道路交通运力资源显得捉
襟见肘。

如何化解假日经济带来的“幸福烦
恼”，让群众拥有高质量的休闲方式，笔
者认为，错峰出行是有益尝试。

早在 2015年 8月份，国务院办公厅
下发《关于进一步促进旅游投资和消费
的若干意见》提出，要优化休假安排，激
发旅游消费需求。鼓励弹性作息，有条

件的地方和单位可根据实际情况，依法
优化调整夏季作息安排，为职工周五下
午与周末结合外出休闲度假创造有利条
件。可以说，这样的制度安排很有针对
性。错峰出游群众才能享受到价有所
值、高质量的旅游服务。

当然，错峰出游需要有效落实带薪
休假制度，让群众能够带着一份轻松愉
快的心情去游览祖国的大好河山，进一
步提高公众的幸福指数。同时，旅游服
务业也要转变发展思路，降低出行成本，
例如淡季票价优惠或免费等，让公众得
实惠，培育错峰出游的公共意识，从而实
现旅游业淡季不淡，进一步推动旅游服
务业的健康发展，使休闲旅游更有品质
和品位。

（作者单位：江西湖口县政府办）

据报道，为了推动夜间经济发展，上
海市放宽了夜间外摆管制、增加夜间停车
位、出租车候客点、夜班公交线路，同时借
鉴国外经验，在全国第一个建立了“夜间
区长”“夜生活首席执行官”制度。

如今，随着我国消费者收入水平不
断提高，人们的消费已不局限于解决温
饱问题，而是希望有更多精神层面的满
足。对于一些旅游城市来说，游客在结
束白天的快节奏游览之后，还十分期待
参与一些夜间旅游和休闲项目，以便深
度了解这座城市的历史文化底蕴。这为
发展夜间经济奠定了市场基础。不仅是
上海，北京、天津、南京、重庆、西安
等地此前也已推出过发展夜间经济的相
关政策，为城市发展开发新的经济增长
点。

当然，发展夜间经济需要解决一些
现实问题，夜间经济的安全、服务质
量、噪音、垃圾等问题如果解决不好，
必然使夜间经济的预期效应打折，甚至
影响社会和谐。这就需要政府相关部门
尽快出台相应政策，积极推动社会各方
充分参与，通过设立“夜间区长”和

“夜生活首席执行官”统筹协调，鼓励
商户圈联合自治，稳妥平衡相关群体的
利益诉求。此外，还应完善交通、环
境、水电等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探索建
设商务休闲、健身娱乐、音乐书吧、特
色餐饮等符合特定人群消费特色的集聚
化、规模化夜间经济区域，最大限度地
避免扰民，为消费者提供良好体验。

（作者单位：山东省淄博市广播电

视台）

旅游业的发展，不仅满足了群众日
益增长的旅游消费需求，同时也带动了
地方经济的发展，是一举多得的好事。
但是，现实中旅游景区依然还存在着诸
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要抓住假日消费
的市场机遇并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

让宣传和服务名副其实。不少景
区为了吸引游客，制作了大量的宣传广
告，然而，景区实际情况却与广告中的描
述大相径庭。这让不少游客在游历完
后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损害了消费
者利益。作为景区管理者，需要牢固树
立“游客好评就是最好的广告”理念，让
宣传与服务相配套，千万不能说一套做
一套，需要强化景区服务质量，不仅要把
游客引进来，还要让游客留得住，更要使
游客还想来。

详细规划客流量，搞好配套服务。

景区需要有长远的发展规划，更需要有
详细的应对预案，千万不能因为利益而
让游客量超过景区的承载力。景区的容
量有限，游客超量，相关的服务难免会
打折扣。适应景区发展的配套服务需要
时时更新，要让游客吃得放心、玩得开
心、住得舒心，充分考虑到每一个细
节，让服务无处不在，全面对接顾客的
合理要求。

加强景区工作人员管理，设置相关
投诉电话。实现优质服务，景区工作人
员的管理至关重要，确保各项工作严格
落实到位。游客有不满意的地方可以随
时随地对相关服务进行投诉，景区需要
对投诉高度重视，及时安排人员进行整
改，投诉情况纳入相关服务工作人员的
绩效考核。
（作者单位：湖南省浏阳市浏阳河中学）

据报道，今年国庆长假期间，河南
老君山景区气温较低，为让游客吃上一
顿热乎午餐，景区连续第三年推出“一
元午餐”，还在原来的基础上作了升
级。新升级的“一元午餐”除了有传统
的素面，还增加了蒸红薯、蒸芋头、鹌
鹑蛋、黄瓜段和小番茄等。

出门游玩，人生地不熟，游客消费一
怕贵，二怕受骗。以吃饭为例，一瓶矿泉
水、一碗泡面的价格，都可能是景区外的
数倍，更别说热气腾腾的饭菜了。在出
游成为全民休闲方式之后，不少人感叹
在景区里“吃不起”，有人为了省钱而自
带干粮，有的则干脆在饭点到来之前匆
匆结束行程。因此，与其让游客们赶来
赶去挣不到钱，还不如主动提供便宜的
特色餐食，游客们吃得干净放心不说，也
能尽可能地留住游客，提升他们的消费

体验。
“一元午餐”的走红就说明了这一

点。从价格看，“一元午餐”几乎是免
费；从文化看，一碗当地糊涂面、几块
蒸红薯、蒸芋头、黄瓜段等，既能让游
客吃饱，又品尝到了地方特色；从食品
安全看，食材均是从当地贫困户手里收
购，由当地食药监局工作人员监督，统
一制作配送，游客吃得放心。可见，

“一元午餐”背后体现了管理者的创新
意识与智慧，已成为该景区一道亮丽的
人文景观，并以此实现了“游客增多，

服务升级”的良性循环。
“一元午餐”的走红，也启示经营

者，守着自然景观和文物古迹吃老本的
做法已经过时。与那些还未摆脱“门票
经济”，甚至是过度商业化的景区相
比，以游客为本、注重消费体验的做法
才是正确的发展方向。一方面，他们以
切实有效的举措缓解了“吃饭难”“吃
饭贵”“停车难”等旅游痼疾；另一方
面，旅游打卡不是“一锤子买卖”，良
好的口碑得以宣传扩散，形成差异化的
品牌，吸引更多游客慕名前来，甚至是

“二刷”“三刷”。
这正是全域旅游的发展思路，即从

单一景点景区建设和管理到综合目的地
统筹发展转变，从门票经济向文化经济
和产业经济转变，通过基础服务设施的
共建共享，不断满足游客多元化的消费
体验。由此来看，每一次的旅游旺季也
是景区的营销宣传旺季，任何以“游客
为本”做出的努力，都有助于景区的长
远发展。

（作者地址：山西省太原市新建路

78号）

上图 10月 3日，游客在湖南省江永县千年古村上甘棠

村游览。“十一”黄金周期间正值金秋时节，游客在大自然中尽

情享受美丽秋色。 田如瑞摄（中经视觉）

右图 10月2日，四川省遂宁市圣莲岛景区40余万株百

合花、醉蝶花等竞相绽放，成了游客赏花游玩的好去处，不少

游客置身花海拍照留念。 刘昌松摄（中经视觉）

10月7日，河北省廊坊市大城县仝庄子村65岁以上老人

欢聚一堂共庆生日。近年来，大城县积极探索并不断加强老

年人保障体系建设，确保老年人老有所养。今年以来，该县投

资 153 万元完善养老体系建设，发放 80 岁以上高龄津贴 280

多万元。 相恩余摄（中经视觉）

自《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在 2012年 8月 1日实施后，各
地近年来不断加大无障碍环境建设力度。不过，有些地方的
无障碍电梯、无障碍卫生间等设施仍明显不足，有的无障碍通
道长期关闭，部分行业企业的无障碍设施存在未开放、被占
用、维护不到位等问题，影响无障碍设施实际功能的发挥。

关注残疾人，关爱弱势群体，是一个城市文明程度的具体
体现，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残疾人的生活条件理
应得到保障和改善。无障碍设施不仅限于交通领域，还应向
公共建筑、居民小区和住宅等各项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推进。
除了硬件方面的建设，无障碍设施还包括“软环境”建设，即信
息无障碍和服务无障碍。以交通无障碍为例，包括导盲信号、
语音提示系统建设等，提高司乘人员的服务质量，也是交通无
障碍设施建设的范畴。

残疾人平等地参与社会生活，不仅是残疾人的愿望，全社
会应为他们的生活和工作创造条件、提供方便。期待社会各
界思想上对此高度重视，并积极行动起来，让无障碍设施无障
碍推行，让残疾人感受到社会的关爱与温暖。

（作者单位：湖北省嘉鱼县文化体育局）

为解决广大农民“买书难、借书难、看书难”的问题，
2007 年 3 月份，国家有关部门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农家书屋
工程，为每个行政村建起了一个农家书屋，并为其提供实用
图书 1000 册、报刊 30种、电子音像制品 100种(张)，受到
广大农民朋友的欢迎。

这些农家书屋的管理、使用情况如何？近日，笔者走访
某县6个贫困村了解到，由于种种原因，不少农家书屋的利
用率亟待提高。

农家书屋是为满足农民群众文化需要，在行政村建立、
农民自己管理、为农民提供实用的书报刊和音像电子产品阅
读视听条件的公益性文化服务设施。在决战脱贫攻坚、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的形势下，必须让农家书屋“活”起来。

首先要强化管理。可确定一名热心公益事业、在村民中
有一定威望的退休干部或教师负责农家书屋日常管理工作，
乡镇定期检查评比农家书屋利用情况。其次，要完善农家书
屋的各项规章制度。第三，要创新读书活动载体。比如，依
托农村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共建共享，依托县图书馆、乡镇图
书室实现互联互通，加快推进农家书屋数字化建设，推动新
华书店农村发行网点向农家书屋延伸，做好农家书屋出版物
补充配备工作，并广泛开展农家书屋阅读竞赛活动等，让阅
读成为农村群众生活新风尚。

（作者地址：陕西省咸阳市世纪大道渭滨苑小区）

让农家书屋“活”起来
姚 平

期待无障碍设施“无障碍”
汪昌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