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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假期3天，全国各地结合市
场需求，采取多项举措，在确保疫情
有效防控的同时，积极推动消费市场
回暖。

据文化和旅游部统计，6月25
日至27日，全国累计接待国内游客
4880.9万人次，累计实现国内旅游
收入122.8亿元，未发生重大涉旅安
全事故和重大投诉案件。中国旅游研
究院、文化和旅游部大数据中心发布
报告显示，安全出行、预约出游、理
性消费成为今年端午假期旅游消费的
新变化。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国际贸易研究
部主任赵萍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
时指出，当前我国消费市场正在快速
回暖，下半年有望保持持续回暖
趋势。

端午假期，我国正处在疫情防控
常态化阶段。赵萍表示，对消费市场
而言存在三方面利好。一是端午期
间，地方政府出台各种消费支持政
策，积极营造消费氛围；二是绝大多
数商家都在千方百计抓住端午假期商
机，积极推出各种促销活动，带旺消
费情绪，进一步活跃市场，扩大了节
日的销售；三是服务消费基本全面放
开，很多服务消费在模式上不断创
新，更好地满足了人们的体验要求。

为活跃节日市场气氛，激发消费
潜能，长春、武汉、天津、石家庄等

地先后推出“端午购惠券”“购滨
海·促消费”等消费券活动来拉动消
费增长。湖南长沙、青海西宁等地通
过举办各类文化活动，营造更加浓烈
的节庆氛围，从而带动消费情绪；上
海围绕“夜购、夜食、夜游、夜娱、
夜秀、夜读”等主题，陆续推出180
余项特色活动；贵州省充分利用“一
码游贵州”全域智慧旅游平台，整合

“预约黔行”系统，结合地方和景区
预约渠道，全面做好门票预约、信息
发布、流量监控、服务监管等工作，
大力推广“无预约、不旅游”消费理
念，极大方便了游客，提升了行业精
准治理能力和水平。

赵萍认为，端午假期的市场消
费，主要呈现出三方面特点：

一是消费券叠加端午假期，政府
与市场共同发力，有力地促进了消费
回暖。在消费券和各种文化活动的带
动下，与商家大力促销相结合，从而掀
起了消费热潮，有效释放了消费增长
潜力。

二是消费者节庆消费更趋理性，时
间安排更有计划性，特别是在旅游方
面，预约出游和自驾游表现最为突出。
出于疫情防控的考虑，很多消费者都是
在预约的前提下安排出游活动，为了保
证出行安全，不少家庭都选择了自驾游
出行。

三是短途旅游增长较为明显。端午
假期，人们为了更好地利用3天假期消
费窗口，千方百计挖掘周边深游资源。
因此，在端午小长假期间，近郊游和一
日游增长较为明显。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则表示，
今年端午假期，消费者把安全放在第一
位，更加强调预约，“无预约、不旅
游”已经成为共识。数据显示，端午假
期的酒店、机票、度假产品等的预定，
比5月份有小幅增长，从出游榜单的类
型来看，周边游、自然风光类、网红打
卡地这几个榜单更受消费者欢迎。

展望下半年国内消费市场，赵萍表
示，应该持平常心来看待，毕竟现在疫
情在全球蔓延，外需受到明显冲击，全

球经济增长将会陷入低谷。因此，在
全球经济面临巨大压力的背景下，我
国经济也面临着稳增长、稳就业的重
要任务。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收入
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消费更趋理性。

赵萍分析指出，1 月份到 5 月
份，虽然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整体为
负增长，但降幅正在逐月收窄，当前
我国消费市场正在快速回暖。下半年
消费会持续回暖，以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为代表的商品消费，在下半年有
望由负转正。

在全球经济陷入严重衰退，中
国经济也面临着压力的背景下，如
果消费能够实现正增长，那将是很
好的结果。赵萍强调，不能指望在
全球疫情蔓延的情况下，中国的消
费仍能像去年一样高速增长。“消费
市场由负转正，并且保持在一个增
长的水平，就说明中国消费增长的
韧性很强。如果下半年消费市场由
负转正并保持正增长，就是了不起
的成绩。”

端午假期各地推出特色活动活跃节日市场气氛——

消费市场正快速回暖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冯其予

海南：旅游市场复苏升温
本报记者 潘世鹏

端午假期，三亚上演海上观光表演项目。 本报记者 潘世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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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箬叶青，粽子飘香时。这个
端午小长假，美丽的海南岛再度成为
国内外游客争相旅游观光的热门“打
卡地”。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这一重
大国家战略的实施，更是吸引了不少
游客利用假期来海南实地参观考察旅
游观光。

自6月1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总体方案》出台以来，来海南观光旅游、
考察商机、洽谈合作的国内外人士越来
越多。不少游客表示，海南岛一直是人
们心中十分向往的旅游胜地，加上正在
实施的海南自贸港建设，海南已成为旅
游观光和创新创业的最佳选择地。端

午假期，众多游客来海南实地探访，助
推了海南旅游经济的复苏升温。

据了解，为有效应对疫情影响，加
快旅游经济复苏，海南一方面继续实施

“海南人游海南”系列优惠措施，进一步
拉动岛内旅游消费增长；另一方面紧紧
依托海南自贸港建设这一重大国家战

略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全省各地推
出一系列文化旅游活动，满足游客多
元化需求。

比如，2020海南热带乡村旅游月
活动成为假日期间游客参与体验的新
方式，端午火山“送福”民俗大典吸引
了众多游客参与，“夏日海岛音乐之
夜”活动为游人打造了一个现代时尚
的滨海游玩项目。三亚水稻国家公园
推出的洗温泉龙水体验活动，受到游
客欢迎。儋州市在节日期间连续举办
的丰富美食文化活动，以夜市消费拉
动夜间经济发展，让市民和游客尽情
品尝海南特色美食。

豫园商城是上海著名的文化商业
地标。今年端午假期，豫园端午花神
国风庙会首次举办。白天赏花，缤纷
花艺将明清建筑群映衬得生机盎然，
入夜观灯，焕彩灯光让豫园呈现出另
外一种迷离之美，营造出浓郁的传统
节日文化氛围。

在花团锦簇的明清建筑群中拍照
打卡，游客仿佛变身“花神”。不同风
格的国风演出从白天持续到晚上，让
游客流连忘返。身穿铠甲的将士们演
出的是英气十足的战阵秀，在鼓面上
翩然起舞的是长袖飘飘的古典美人。
九曲桥下荷花池上，船夫驾着一叶轻
舟驶来，宛若仙子的姑娘怀抱乐器在
船头轻弹一曲，余音袅袅。

沉浸式国风庙会最吸引人的是游
客可以参与其中，体验各种端午民
俗，收获满满。很多年轻人穿着汉服
来豫园“赶庙会”，游客第一次看到那
么多“穿越”而来的年轻人已觉有
趣，等看到身穿明式礼服，戴着凤冠
的演员在古建筑群间巡游，更是大饱
眼福。跟着来到她们驻足停留的三大
广场，看她们为小朋友点雄黄、印花
钿、沐兰汤，游客们纷纷上前求合影。

黄金广场上设置了古装影视剧中

见过的投壶游戏，这是古时士大夫宴
饮时的一种正规礼仪和投掷游戏。演
员向游客演示如何将竹箭投入小小壶
口，游客则自动围成圆圈，比试一下
看谁投得最精准，场面十分欢乐。

豫园的端午集市也很有吸引力，
中心广场上几十辆花车售卖的商品各
具特色，老外首次来“出摊”，有卖法
国阿尔萨斯—洛林大区的手绘彩釉图
案酒杯和陶瓷餐具的，有卖全天然薰
衣草亲子香水护肤品的，让人一看就
想入手。

入夜的豫园光影交织，从来都是
上海的璀璨夜明珠，端午庙会更是夜
色迷人。曲折蜿蜒的九曲桥边有灯光
秀，“海上第一茶楼”湖心亭的窗口有
人在演奏，这是“豫园六点半”夜市
保留的九曲炫彩实景秀。游客惊讶地
发现，豫园的保安们首次在夜间变身
古装侍卫了，让人又有了“穿越感”。

为端午庙会特别定制的豫园国风
女团热舞开始了，3位手拿折扇的舞
蹈演员身穿国风短裙飒爽起舞，在B
站大火的国风宅舞《寄明月》的伴奏
下，融入电子打击乐和流行舞蹈元素
的热舞给观众带来了非常强的视觉冲
击力。

上海：

民俗游让人流连忘返
本报记者 沈则瑾

成都是熊猫故乡，熊猫文化也是天
府文化重要代表之一。但用熊猫来命名
国际运动会，这在成都还是第一次。

6月25日，正值端午假期，天府
绿道上彩旗飞舞，30多个憨态可掬的

“熊猫”惊艳亮相，一场成都特有的
“熊猫大秀”拉开帷幕，吸引了不少市
民围观参与。龙泉山跨越赛、蓉欧快
铁运输赛、火锅举重赛、欢乐夜跑、
趣味皮筏艇、熊猫T台秀、熊猫文创集
市……在2020年中国·成都首届(天府
绿道)国际熊猫运动会上，天府绿道

“变身”体育赛道，市民代表与国际友
人通过趣味十足的赛事比拼传递城市正
能量。

运动场上热火朝天，文创集市里人
头攒动，10多家熊猫文创展商组成的
熊猫文创集市摆满了琳琅满目的商品。
比如，在全球首个以熊猫为主题的邮
局——熊猫邮局展位前，呆萌可爱的
吉祥物挎着小邮包，头戴小绿帽，憨态
可掬。根据成都永陵博物馆“二十四伎
乐”石刻而复刻的伎乐熊猫，取名自苏
轼《龙尾石月砚铭》中的幽游熊猫“黑
白月”也一并借助运动会的举办亮相绿
道。据此衍生出的书签、贴纸、字帖、
杯垫、冰箱贴等系列文创产品受到
追捧。

不到半天功夫，熊猫文创集市近千
件熊猫文创产品就全部售罄，这几乎颠

覆了传统文创门店的日常销售模式。这
些“绿道+”新消费场景，也成为成都
在天府绿道中有机植入的新经济特色
因子。

近年来，成都以绿道为脉络，着力
构建美丽宜居公园城市。天府绿道是城
市之脉，但又不仅是一条“道儿”。一
方面，绿道形成慢行交通、文化展示、
体育健身、生态景观等场景功能；另一
方面，形成时尚消费、文化创意、流量
经济、共享经济等新兴业态，实现了公
园城市资产的“保值增值”，成为成都
经济新业态的最好载体。

按照“景区化、景观化、可进
入、可参与”理念，成都在绿道有机
植入创新文化、前沿科技和商业模式
等新经济特色因子。通过创新实施

“绿道+场景营造”，成都不断挖掘出
绿道的经济价值。例如，推动绿道串
联生态区 55 个、绿带 155 个、公园
139个，增加开敞空间752万平方米；夜
游锦江接待游客达1.5万人次；新都区
沸腾小镇年营业收入近1000万元……

“绿道+”模式下多元价值转化的成都
实践愈加丰硕。

据统计，成都天府绿道目前已建成
3689公里，完成投资341亿元，社会
投资占比达 70%以上，“百个公园”
示范工程吸引社会资本170亿元，占
比56%。

成都：

新场景助力新消费
本报记者 刘 畅

本报上海6月27日电 记者李治
国报道：6月27日，滴滴出行首次面向
公众开放自动驾驶服务。用户可通过
滴滴APP线上报名，审核通过后，将能
在上海自动驾驶测试路段，免费呼叫自
动驾驶车辆进行试乘体验。

现阶段，滴滴自动驾驶载人测试范

围仅限于在上海开放测试道路上，路线
经过汽车会展中心、办公区、地铁站、酒
店等核心区域。用户通过滴滴APP在
开放道路范围内选择起终点，可免费体
验自动驾驶服务。

为确保行程安全，自动驾驶测试
车依相关规定配备了安全员，可随时

接管车辆，应对
突发情况。与此
同时，滴滴设立
了国内首个自动
驾驶安全护航中
心，能实时监控
车辆、路况，并在
车辆面临复杂情
况时，给予协助
指令，解决未来
自动驾驶运营中
可能出现的远程
协助问题。

在测试区域
的部分路口，滴

滴部署了自主研发的车路协同解决方
案，能将道路信息实时共享给区域内不
同公司的自动驾驶测试车，消除行驶
盲区。

滴滴出行CTO兼自动驾驶公司
CEO张博表示，“滴滴通过给驾驶员和
自动驾驶车辆混合派单的方式，弥补自
动驾驶车辆仅能在特定区域使用的局
限，让现阶段自动驾驶不仅仅停留在一
种新奇的体验，更能成为人们日常出行
的切实补充”。

滴滴出行创始人兼 CEO 程维
说，“AI技术会大幅提升驾驶安全和
效率，造福人类。同时，自动驾驶从
技术成熟、商业成熟到法规成熟，道
阻且长，至少还需要做10年持续投
入的计划，也要做好面对各种困难和
挑战的准备，但方向是明确而坚定
的”。程维认为，“司机有温度的服务
不会因新技术的出现而消失，自动驾
驶也会给网约车司机创造新的职业和
岗位”。

滴滴上线自动驾驶服务
用户可通过滴滴APP线上报名

图为滴滴自动驾驶车辆。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