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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旅游升温 注意防疫细节

为政务新媒体“瘦身”点赞
周家和

这种“适老化改造”再多些
叶金福

暑期体验科技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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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4日，游
客在江西省赣州
市安远县三百山
景区游玩。随着
跨省团队旅游放
开，旅游业逐渐
回暖，各地旅游
景区陆续迎来大
批游客。

金 玉摄
（中经视觉）

编者按 近日，山东省发展改革委、省文
化和旅游厅发布《关于降低全省国有景区门票
价格的通知》，自8月1日至12月31日，全省
81 个国有景区降价。其中，在原政府定价的
门票价格基础上，对9家5A级景区全部执行
不低于 5 折的票价优惠 （除法定节假日外）；
对其余72家国有景区，在原政府定价的门票
价格基础上，工作日执行2折票价，周末及法
定节假日执行5折票价。

在常态化疫情防控形势下，如何看待有关
省份降低国有景区门票价格的做法？如何更好
推动景区复苏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一些读者
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和建议。

景区降价有利行业复苏
余明辉

7 月 14 日，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印发
《关于推进旅游企业扩大复工复业有关事项的
通知》，明确恢复跨省（区、市）团队旅游。
在常态化疫情防控形势下，山东省开启国有景
区门票降价的大门，对广大游客来说无疑是一
个利好。更重要的是，这一措施有利于提升旅
游消费意愿、提振景区经营景气水平，对促进
旅游经济强劲复苏将发挥积极作用。

国有景区门票降价自2018年起就拉开了
序幕，国家有关部门对此提出了明确要求，广
大游客也抱有很高期待，但就这两年各地景区
门票降价的实践看，虽然取得了明显成效，但
也存在降价幅度小、参与景区比例低等问题，
与游客的期待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出现上述情况，一些景区患上了“门票
经济依赖症”是重要原因。面对突如其来的
新冠肺炎疫情，国内许多景区门票收入受到
影响，旅游业也进入了冰冻期。随着疫情防
控持续向好，尽快恢复旅游业的生机已成当
务之急。

可以说，此次疫情为景区门票降价，以及规
范景区价格秩序提供了一个契机。景区门票降
价或免费常态化，才能倒逼景区消除“门票依赖
症”，转型全域旅游，让群众“想旅游”“能旅游”

“敢旅游”。旅游景区应积极转变观念，以降价杠
杆撬动旅游业由“门票经济”向产业经济、小众
旅游向大众旅游、景点旅游向全域旅游转型升
级。期待山东各地能够把这一惠民政策不折不
扣地执行好，也期待更多地方借鉴相关经验，出
台更多提振地方旅游经济的新招、高招、实招，
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高质量旅游消费的需求。

（作者单位：河南省内乡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三重效应值得期待
吴睿鸫

此次山东省出台的景区优惠政策，最大看
点在于推出了阶梯票价，且阶梯呈“只下不上”

的特点，即工作日期间降价幅度大，周末考虑到
景区承载量，打折幅度则较小。比如，泰山景区
（含岱庙景区）进山普通门票非法定节假日执行
优惠价格每人57元，在法定节假日执行原政府
定价每人115元。

首先，这有利于旅游经济回归正常发展
轨道。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我国旅游业遭
遇了前所未有的压力，行业发展受到重创。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逐步向好，文旅部印发通
知，明确低风险地区可以开启跨省旅游“按
钮”。此时，山东省主动放下身段，全面实施

“下阶梯”式景区票价，让消费者享受到实实
在在的好处，这无疑对旅游业复苏起到了重
要作用。

其次，有利于景区回归公益属性。大部分
景区是准公共产品，当地居民甚至外地消费者，
有权享受这种准公共产品，最佳方式莫过于实
施低票价或免收门票政策。长期以来，国内一
些景区患上了“门票经济依赖症”，虽然2018年
国家发展改革委出台指导意见，要求完善门票
价格形成机制，降低重点国有景区门票价格，但
一些地方落实得并不理想。倘若实施平民化低
票价，不仅能减轻公众的经济负担，更能让景区
体现公益属性。

此外，景区降低门票价格还能带来乘数效
应。旅游经济由吃、住、行、游、娱、购等多
个要素构成，景区降低门票价格，看似做了赔
本买卖，实则会给当地带来滚滚财源。从
2002年起，杭州市对西湖景区实行免费开
放。数年来，西湖免费开放政策并没有减少政
府的经济收入。相关报告显示，西湖免费开放
带动了景区商业网点经营价值提升，不仅抵补
了门票收入，还有力促进了当地旅游产业进一
步发展。

（作者地址：河北省威县友谊北大街）

景区服务质量不能降低
李长瑞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聚集性服务
业影响最大，旅游业受到的冲击尤为明显。虽
然国内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也探索了一套防
控经验，但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压力依然很
大。近期，山东省有关部门下发通知，要求实
行政府定价的景区门票减半，以启动旅游市
场，增加客流量。这样的举措有利于增加景区
人气，增强消费信心，促进旅游市场复苏以及
景区长远发展。但是，景区不能因为门票降价
就降低服务质量，应更新观念，在景区转型，
提升服务上下功夫，以适应新的市场需求。

首先，提前做好各项准备工作。门票价格
下降，游客数量势必增加，甚至短时间内还会出
现拥挤，但景区服务项目不能减少、引导指示牌
不能缺，公共厕所卫生环境等也要保持洁净，让
游客玩得舒心。

其次，疫情防控标准不能降低。景区不能
为了一时的经济效益放松疫情防控要求，睁一
只一眼闭一只眼，对测量游客体温、查验健康码
等工作敷衍了事。只有把落实疫情防控要求看
作提高服务质量的重要内容，防控措施做到位
了，游客才能放心，景区才会有吸引力。

第三，要统筹门票降价后效益与质量的关
系，不能顾此失彼。保障景区服务质量需要一
笔很大的开支。景区不能只追求效益，不舍得
花钱提升服务质量。

第四，相关职能部门要跟进监管，保障景区
服务到位，依法经营。要做好事中监督检查，一
旦发现巧立名目或者利用其他手段加价的，及
时出手查处，这样才能让景区门票降价真正惠
及游客，拉动旅游消费。

（作者单位：山东省临沭县人大）

疫情防控不可放松
李育蒙

今年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人们的
旅游需求欲望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抑制。随着
暑期到来，特别是一些景区推行门票优惠，使
得游客获得了较高的游玩性价比。可以预见，
这一举措能够吸引大量游客前往景区旅游。

不过，近期国内个别地区出现新冠肺炎疫
情确诊病例，严峻复杂的疫情防控形势再次警
醒我们，大范围的人员流动和聚集仍存在一定
的风险。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势下，如何推动
文旅市场全面复苏，如何科学安排景区“流
量”？笔者认为，应用好“预约制”等措施，做好
客流应对准备，要防止出现“扎堆”、景区“报复
性聚集”等现象。

景区用好“预约制”，可以动态监管景区
客流量，从而更好地遵守游客最大承载量的要
求。在落实体温检测等常态化防控举措时，通
过推行分时分段进景点，能有效避免人员过度
聚集、拥挤，给防控工作人员减轻压力。同
时，预约制也与大数据等技术联系在一起。用
好“预约制”，有利于及时掌握景点游客信
息，通过大数据及时“定位”，能够有效识别
一些高风险人群；同时在游客游玩之后，通过

“大数据”留下的痕迹，也能在出现问题需要
开展流行病学调查时，避免人员行踪信息缺失
情况出现，提高景区疫情防控能力，保障游客
安全。

笔者认为，当前因防疫需要可能会给游客
带来一些不便，但景区只要做好客流应对准
备，建好微信公众号、小程序等预约平台，让
游客在门票预定、预约参观、行程时间等方面
的操作既安全又简便，不仅能节省游客时间，
也能提升游客的旅游体验感，甚至能在一定程
度上解决旅游景点存在的人满为患的矛盾，推
进旅游市场全面复苏。

（作者单位：南方报业传媒集团）

从8月1日起至今年底，山东省青岛市12
家国有A级旅游景区免门票开放。据青岛市
发改委有关负责人介绍，疫情对旅游业造成了
较大冲击，免门票举措旨在吸引客源流量，激
活其他旅游相关要素，带动整体消费产业链
复苏。

无独有偶，正在举行的“2020杭州文旅
消费季”上，杭州联合长三角多座城市推出
了数字文旅、文创非遗、文艺演出、夜间出
游等56项文旅促消费活动。上海则集中推出
了一批2020年上海夏季文化旅游产品，突出

“安全、优惠、品质”标准，沪上重点景区、
生活服务平台、旅游企业等纷纷推出多重
优惠。

伴随各类利好举措落地，旅游业复工复产
正逐步加快步伐。携程数据显示，7月中旬以
来，已有4000多家旅行社在其平台上发布了
国内游新产品。同程艺龙数据显示，7月15
日以来，酒店预订量较之前增长了30％，目
前继续保持增长势头。

在旅游业逐步复苏的同时，也有部分游客
在目的地选择上保持相对谨慎。“儿子所在幼
儿园要求，若暑期出省游玩，必须在开学前

14天返回。因此，一家人计划在长三角地区
自驾游。”来自江苏的成女士说。

中青旅遨游网一项调查也显示，比起以往
“先看价格，再看服务”，如今游客更关注“是
否提供防疫保障，能否有效落实”，部分游客
更倾向于相对安全可控的周边游、短途游。

“人们最关注出行安全，所以防疫措施要
在细节上做到位，为游客带来安全感。”“待
业”170多天后，再次接待跨省团队游的湖
北导游小吴说。据他介绍，旅行社配备了充
足的口罩、体温计、一次性手套等防疫物
资；游客报名参团时需出示“健康码”并测
体温，体温正常方可出行；20余人的旅行团
租用载客量为50人的大巴，以保持安全座位
距离；团餐标准也升级了，做到健康安全、
不吃桌餐避免聚集。

据上海财经大学教授何建民分析，在迎接
旅游业复苏过程中，各地市场主体应将游客及
从业人员的生命健康放在第一位，充分考虑到
我国正处于疫情防控常态化阶段、暑期多地进
入汛期等因素，以完善、严格的应急防控措施
为游客美好暑期生活保驾护航。

（据新华社电）

景区门票降价，为了弥补
门票损失，必然会在餐饮、互
动、体验、住宿等方面促进游
客二次消费。各地更要借此机
会以全域旅游的理念来发展旅
游业。比如，衢州、扬州等一
些城市，已探索机关大院在节
假日为游客停车提供方便，机
关食堂面向游客开放等，这样
的做法还需要更多城市跟进。
又如，各地的夜市可以与景区
联合，开通景区到夜市的交通
专线，这样可以为景区带来更
多游客资源。

——丁慎毅，山东省淄博
市张店区柳泉路

山东省此次景区门票降
价，将给游客带来很大实
惠。有网友算了一笔账：一
家三四口人出游，按照某
5A景区原来100元左右的票
价，一下子就可以节省200
元左右。景区门票价格大幅
降低，可以吸引更多游客前
去旅游，同时也可延长游客
在旅游景点的停留时间。只
要停留时间延长了，那么游
客带来的各种消费，包括吃
饭、住宿、交通、游玩、购
物等也就自然而然地增加
了。这正是依靠旅游拉动经
济增长的关键所在。

——苑广阔，广西桂林
市中山北路

据报道，从今年5月25日起，江西省政府办公厅牵头
在全省政府系统开展“指尖上的形式主义”专项整治。各地
各部门全面排查，对内容长期不更新、功能失效或无效的政
务新媒体逐一清理，并对保留使用的实行登记备案管理。全
省政务新媒体、微信和QQ工作群由清理整治前的42355个
整合至23065个，清理率为45.53%。

政务新媒体是一把“双刃剑”。少而精，用好了，确实
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若多而滥，其负面影响不可小视。有
些地方一味追求政务新媒体数量，层层分解任务，强行推
广，既增加了基层干部负担，也为形式主义之风卷土重来开
了绿灯。开展专项整治以来，不到3个月，江西省政府系统
内就清理掉政务新媒体、微信和QQ工作群近2万个，可见
这些被清理掉的所谓“工作群”，原本就是可有可无的，从
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种“指尖上的形式主义”。

政务新媒体“瘦身”，这是上级行政机关为解决政务新
媒体运行过程中的突出问题敢于动真格，从自身做起、从上
面做起，为基层减负出了实招，是一种真减负，因而受到了
基层干部的欢迎和好评。这一实招，能让更多基层干部不需
要再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紧盯各种“工作群”发布的消息，
也不用什么工作都要在“工作群”里事事留痕，层层填报各
类工作动态，这样就可以腾出更多时间和精力为基层群众办
实事，有更多精力抓实际工作。

（作者地址：北京市昌平区龙泽园街道）

据报道，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近日启动生活困难老年人
家庭适老化改造工程，今年计划为约80户生活困难老年人
改善居家生活环境，每户补助6000元，总投资近50万元。
据了解，此次居家适老化改造包括地面、墙体、居室、厨
房、卫生间等施工项目，涉及“如厕洗澡安全、室内行走便
利、居家环境改善、智能监测跟进、辅助器具适配”5方面
功能。

目前，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
人身体各方面的机能慢慢退化，老年人起夜、做饭、如厕等
面临诸多不便和困难。比如，一些老年人做饭时对燃气、煤
气使用知识知之甚少，很容易因使用不当造成燃气、煤气泄
漏等安全事故。又如，由于许多老年人家中的厕所没有安装
扶手等安全设施，因而如厕时往往会遭遇“蹲下难、起身
难”的“两难”尴尬境地，容易发生摔倒、摔伤或骨折等意
外情况。

因此，浙江绍兴围绕“如厕洗澡安全、室内行走便利、
居家环境改善、智能监测跟进、辅助器具适配”等方面，为
生活困难老年人家庭实施适老化改造，这是一项惠老、助老
的善举，为老年人带来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俗话说：“老年人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期待各地多
一些这样的适老化改造项目，从老年人身边的小事做起，让
老年人从适老设施改造这些细小而实在的举措中，真正感受
到全社会的温暖和关爱，使老年人老有所安、老有所乐。

（作者单位：浙江省开化县教师进修学校）

7月31日，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学生们
正在体验操控机器人的乐趣。暑假期间，当地开设“暑期科技
小课堂”，锻炼学生的动手能力，丰富他们的假期生活。

朱大勇摄（中经视觉）

7月29日，安徽省滁州市南谯区银西社区组织社区未成
年人参观永乐小学天文科技馆。天文望远镜、球幕体验、VR
等让孩子们体验到了科技的神奇魅力。董 超摄（中经视觉）

7月25日晚，人们在山东青岛市即
墨古城内游览。盛夏时节，山东青岛市
即墨古城启动了“悦即墨·夜古城”主题
活动，灯光秀、美食节、听民谣、赏非遗等
时尚文旅活动吸引游客和市民前来休闲
体验、赏景观光，助推古城绽放新活力。

梁孝鹏摄（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