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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五一假期各地将迎旅游高峰——

旅游市场回暖态势明显
本报记者 张 雪

春光明媚，万物复苏，正是踏青好时

节。再过几天，清明假期即将到来，很多人

已经早早计划好了出游行程。还有不少人

盯上了不久之后的五一假期，吃、住、行、游

通通安排好，万事俱备，只等假期到来。

多家在线旅游企业数据显示，清明及五

一小长假的出游机票、度假酒店、租车自驾、

景区门票、跨省跟团游等旅游产品预订情况

良好，有些地方的火车票、民宿等甚至出现

了预订紧张的情形，旅游市场回暖态势明

显，预计各地将在假期迎来旅游高峰。

市场回暖备受期待

“清明有三天小长假，我又请了两天年

假，已经预订了去河南开封的行程。”家住

北京市朝阳区的林晨是一位喜欢旅游的姑

娘，“太久没有离开北京出去玩儿，现在哪

儿都想去，我甚至在没来得及想清楚旅行

目的地时，就请好了年假。”林晨说，自己的

朋友中计划出游的人很多，一直在彼此交

流、互相“种草”，在大家看来，出游才是春

日应有的打开方式。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好转，很多“被推

迟”的出游计划亟待在清明和五一小长假

释放。3 月 16 日零时起低风险地区人员可

凭健康码“绿码”在全国区域内自由通行，

无需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的消息，更直接刺

激了渴望出游的人群。数据显示，截至3月

18 日，通过携程平台预订清明节假期景区

门 票 的 人 次 与 2019 年 同 期 相 比 增 长 了

30%。携程研究院行业分析师方泽茜判断，

清明节假期预计出游人次将达到1亿人次。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2021 年部分节假

日安排的通知》中明确 5 月 1 日至 5 日放假

调休共5天，这让很多人早早把五一小长假

的出游计划安排妥当。携程平台五一假期

全国机票搜索量相较于2019年同期提升约

40%。去哪儿平台显示，五一假期机票预订

量已超过2019年同期。马蜂窝的数据也显

示，五一旅游搜索热度环比上涨130%。

庞大的市场需求、及时的利好政策、充

足的假期时间，多重因素叠加，让旅游市场

在这个回暖的春日中备受期待。侯雪强是

“有院以后”民宿的创始人，他从清明及五

一长假民宿的预订情况中感受到了市场的

热度，“清明小长假，我们的房间在一个月

前就已订满，五一假期的房间现在的预订

量也已经达到 80%。大家对旅游市场的信

心在逐渐恢复”。会员制精品民宿预订平

台“未来好宿”创始人盖书华介绍，清明

假期平台民宿的预订率达 99%，五一

假期也已达90%。

“赏花游”产品热度升级

天气转暖，广西柳州很多公园

及街道上的洋紫荆逐渐进入盛花期，

吸引着游客纷纷用手中的镜头记录

明媚的春日时光。每年 3月到 5月，

我国从南到北相继迎来花期。赏花成

为激活春季旅游消费的一大主题。

春节过后，旅游市场已经迎来了一批尝

鲜赏花踏春的出游人群，而在即将到来的清

明及五一小长假期间，“赏花游”产品的热度

再次升级，预订量增长显著，花园花海、动植

物园位列几大在线旅游平台最热门景区类

型。武汉、婺源、昆明、南京、洛阳、广州、苏

州、成都、林芝等地成为热门赏花目的地。

本地游、周边游依然延续着春节假期

以来的火热态势。携程的数据显示，今年

清明小长假五成以上游客报名周边游、短

途近郊游，而以赏花、踏青为基础的本地

游、周边游需求在小长假期间继续引领“酒

店度假”趋势。除此以外，清明假期全国酒

店异地订单占比增幅明显，这意味着当前

消费者跨省出游的意愿也在提升，跨省游

有望迎来小高峰。

至于出行方式，驴妈妈提供的数据显

示，自驾和乘坐高铁是清明假期主流的出

行方式。截至 3 月 18 日，该平台清明自驾

游相关产品预订人次相比 3 月周末显著增

长，高铁出行方面，杭黄高铁、京沪高铁、合

福高铁、贵广高铁等相关沿线跟团游、酒

店+景区产品预订人次最多。

据悉，为方便游客坐着高铁踏青赏花出

游，多地已在旅游热门方向采取增开动车、

动车重联等方式，最大限度满足游客出行需

求。比如，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宣

布昆（明）楚（雄）大（理）丽（江）铁路日均开

行动车27对；昆（明）玉（溪）河（口）铁路日均

开行动车 13 对。根据客流量变化，下一步

还将适时加挂车厢、扩大编组，增开昆明至

宣威、大理等方向多趟旅游列车。

出游莫忘防控疫情

疫情防控形势的好转增强了人们的出

游信心，不过，出游依然要绷紧防范疫情传播

这根弦。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冯子

健在回应清明、五一小长假要做好哪些防疫

保障时表示，出行一定要佩戴口罩，平时注意

保持个人卫生。如果有发热或呼吸道症状、

腹泻等其他感染性疾病症状，最好不要出行，

尤其是不要到人员众多的地方去，要及时就

医。在出行过程中，尽量保持一米以上的人

际距离。各旅游景点的管理部门、服务部门

要做好游客数量控制、密度控制。

清明小长假到来之前，文化和旅游部

资源开发司印发了《旅游景区恢复开放疫

情防控措施指南（2021 年 3 月修订版）》，要

求各地按照新版指南规定，指导旅游景区

坚持常态防控、科学防控、精准防控。地方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风险等级和应急响应级

别作出调整的，应当按照属地党委、政府要

求，科学动态调整旅游景区防控策略和措

施。旅游景区游客接待上限由各省（区、

市）党委、政府根据当地疫情防控形势确

定，不搞“一刀切”。

对此，多地已对旅游景区游客接待作

出调整，天津宣布在常态化防控措施的前

提下，旅游景区、公园等恢复正常开放，不

统一限制人员流量。江苏省内多家景区安

排专人面向公众主动做好常态化疫情防

控、预约旅游等宣传引导，同时景区配备人

员加大巡查力度。

近日，民政部等多部门联合印发

《关于铲除非法社会组织滋生土壤净

化社会组织生态空间的通知》（以下

简称《通知》），明确提出企事业单位和

社会组织不得与非法社会组织有任何

勾连或合作，党员干部不得为非法社

会组织“站台”或“代言”等，引起社会

各界广泛关注。

所谓非法社会组织，是指未经民

政部门登记，擅自以社会组织名义开

展活动的组织，以及被撤销登记或吊

销登记证书后继续以社会组织名义开

展活动的组织，还包括筹备期间开展

筹备以外活动的组织。

据介绍，许多非法社会组织非常

狡猾，绞尽脑汁用各种方式让人信任

其“真实性”和“权威性”，总结起来一

般有以下手法：一是名称让人真假难

辨。很多非法社会组织往往冠以“中

国”“中华”“全国”“世界”等名头，有的

在名称上与合法登记的全国性社会组

织仅一字之差，社会公众难辨真假。

二是活动领域“蹭热点”。非法社会组

织善于打“擦边球”，往往跟风“乡村振

兴”“疫情防控”等热点，吸引眼球。三

是组织形式“品种繁多”。非法社会组

织有的以“协会”“促进会”“联合会”

“基金会”等传统社会组织形式活动；

有的以“委员会”“发展局”“中心”等类

似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的组织形式活

动，令人防不胜防。此外，还有些非法

社会组织特意在党政机关办公地附近

或附属场所租用办公场地，有的拉拢

一些退休党政干部或社会名人“站台”

“代言”，有的非法社会组织千方百计“投靠”到合法登记的社会组织

名下，变身为其分支机构，鱼目混珠。

民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与合法登记的社会组织相比，非法社

会组织飘忽不定，“神出鬼没”，但非法社会组织并非“不食人间烟

火”，非常需要宣传渠道、活动场所、资金来源、网络营销平台以及各

色人等的“捧场”。为此，《通知》的着眼点立足于铲除非法社会组织

赖以生存的土壤，其核心精神和内容可概括为“六不得一提高”。

“六不得”，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不得与非法社会组织有任

何勾连或合作；党员干部不得参与非法社会组织活动；新闻媒体不

得宣传报道非法社会组织活动；各类公共服务设施和场所不得为非

法社会组织提供活动便利；互联网企业不得为非法社会组织提供任

何线上活动便利；金融机构不得为非法社会组织活动提供便利。“一

提高”，即提高非法社会组织的违法成本。这些内容基本涵盖了非

法社会组织开展活动所需的必要条件、必要支撑来源。

“比如，如果大家不去参加非法社会组织开展的活动，对非法社

会组织颁发的奖牌、证书等不感兴趣、不‘知假买假’，非法社会组织就

没有了骗钱敛财的市场；新闻媒体在宣传报道社会组织及人员的活

动时，若事先‘验明正身’，不为非法社会组织背书，非法社会组织就无

处扩大其影响力；如果党员干部慎友慎独慎微，随时随地牢记党纪国

法，依法依规参加社会组织活动，非法社会组织糊弄公众的‘权威背

景’就会灰飞烟灭；如果各种公共活动场所不‘唯利是图’，特别是一些

标志性的会议场馆若不为非法社会组织提供‘活动乐园’，非法社会组

织就没有了表演的舞台等。”这位负责人表示，打击整治非法社会组织

是一项系统工程，只有社会方方面面力量共同参与，才可能真正实现

《通知》提出的铲除非法社会组织滋生土壤的目标。

为了迷惑公众，非法社会组织从名称、组织架构等各个方面都

模仿合法登记的社会组织。那么，如何快速甄别“李逵”和“李鬼”

呢？民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通知》专门强调了识别非法社会组

织的方法，告知社会公众在参加社会组织活动前，登录“中国社会

组织政务服务平台”或者“中国社会组织动态”政务微信，核实其是

否为合法登记的社会组织。

本报北京讯（记者崔国强）交通运输产

业是国民经济中基础性、战略性、先导性产

业，也是重要的服务性行业。未来 5 年，交

通运输工作将在哪些方面取得突破？交通

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近日表示，“十四五”期

间，我国将重点围绕补短板等六方面开展

工作，力争到 2025 年交通强国建设迈出坚

实步伐，到2050年全面建成交通强国，实现

“人享其行、物优其流”的美好愿景。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王志清表示，在工

作重心上，交通运输部将紧紧围绕“补短

板、促融合、提质效、保安畅、强服务、优治

理”六个方面开展工作。补短板重点在均

等化，努力补齐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各种

交通运输方式之间发展中存在的不协调、

不平衡的结构性短板。促融合重点在一体

化，促进各种运输方式之间的一体化融合

发展，促进交通运输与其他产业之间的融

合发展。提质效重点在数字化，不断强化

创新驱动，通过数字化为传统交通产业提

效能、扩功能、增动能。保安畅重点在便捷

化，全力保障交通运输的网络安全和畅通，

不断提升综合交通运输的组合效益。强服

务重点在多样化，持续扩大多品类、高品质

的服务供给，提升出行服务、物流服务的保

障能力和水平。优治理重点在现代化，通

过精细管理、精准施策，推进交通运输治理

能力的现代化水平。

“十四五”规划纲要将科技创新摆在

首要位置，如何加大交通领域创新？交通

运输部总规划师兼综合规划司司长汪洋表

示，交通运输创新将以数字化、网联化、

智能化为主线，以提效能、扩功能、增动

能为导向，着力在四方面发力。一是推进

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网联化、智能化，

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升级改造，推动

发展自动驾驶、智能航运等技术发展与试

点应用。二是提高运营管理智慧化水平，

打造综合交通运输“数字大脑”，构建数

字出行网络、智慧物流服务网络、现代化

行业治理信息网络。三是推进先进交通装

备应用。加快北斗系统在交通运输行业的

推广应用，打造先进实用的运输装备体

系，促进集装化、厢式化、标准化装备应

用，推广应用自动化码头等设施设备。四

是夯实科技发展基础，加强基础研究，推

广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开展交通基础设施

长期性能科学观测网的建设，加快交通运

输领域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数据开放

共享。

不断提高交通运输基本公共服务均等

化水平也是建设交通强国的应有之义。

汪洋表示，以西藏地区为例，目前川藏铁

路正采取分段建设运营的方式推进，成都

至雅安段已于 2018 年 12 月开通运营，拉

萨至林芝段预计在2021年底开通运营，雅

安至林芝段先期段“两隧一桥”已于 2020

年底开工建设。为支撑川藏铁路的建设，

交通运输部大力推进配套公路规划建设，

研究建设方案及投资政策，开展了川藏公

路提质改造等，目前相关项目正按计划进

度推进。

“十四五”交通运输重点工作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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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4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将制

造业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由 75%提

高至 100%，同时改革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清

缴核算方式，激励企业创新，促进产业升

级。这是今年结构性减税中力度最大的一

项政策，预计可在去年减税超过 3600 亿元

基础上，今年再为企业新增减税800亿元。

近年来，我国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税

收优惠政策力度不断加大。“研发费用加计

扣除，指的是企业研究开发费用在计算应

纳税所得额时，可以在实际发生额的基础

上，再加成一定比例进行扣除。”国家税务

总局收入规划核算司副司长赵连伟说，这

项政策通过正向的税收激励，鼓励企业加

大研发投入，增强企业的创新动力和创新

活力，促进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聚集。

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从今年 1月

1日起，将制造业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

例由 75%提高至 100%。同时，改革研发费

用加计扣除清缴核算方式，允许企业自主

选择按半年享受加计扣除优惠，上半年的

研发费用由次年所得税汇算清缴时扣除改

为当年 10 月份预缴时即可扣除，让企业尽

早受惠。

“这两项措施对企业开展创新来说，是

‘真金白银’的支持，有利于节省企业的研

发成本并鼓励其开展创新活动，为我国制

造业发展以及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提供助

益，对于进一步推动高质量发展意义重

大。”北京国家会计学院财税政策与应用研

究所所长李旭红说。

李旭红分析，研发费用的加计扣除政

策主要反映在所得税扣除时列支的成本大

于实际发生的成本，从而减少了税基，降低

了企业的所得税负担。

由于企业所得税都是以年为单位进行

计税，所以之前规定研发费用的加计扣

除税收优惠延后至第二年的汇算清缴后

才实现。“此次将政策落地期限缩减为半

年，在 10 月份汇算的环节就可实现上半

年的优惠，税收优惠效应更快体现。”李

旭红说。

制造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从 75%

提高至 100%，让广大企业深受鼓舞。“今年

研发费用扣除政策的持续加码，让我们增

添了研发新技术的信心。”重庆市伟岸测器

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彭登表示，

作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近年来公司在

研发方面投入持续增加。2021年公司预计

研发费用支出超过 1600 万元，加计扣除比

例由 75%提高至 100%后，相当于企业所得

税可以税前多列支400万元的成本费用。

据统计显示，近年来税收鼓励创新政

策的成效十分明显，有力促进了企业加大

研发投入力度。“十三五”时期，我国鼓励科

技创新税收政策减免金额年均增长 28.5%，

五年累计减税 2.54万亿元。税收优惠更多

惠及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制造业、信息

传输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

服务业三大行业享受减税额合计占比近

九成。

从细分数据来看，全国享受研发费用

加计扣除政策的企业户数由 2015 年的 5.3

万户提升至 2019 年的 33.9 万户，五年间扩

大了 5.4 倍；减免税额由 726 亿元提升至

2019 年的 3552 亿元，2020 年达到 3600 亿

元，年均增长37.8%。

国务院常务会议还要求，要研究对科

技研发服务企业、“双创”企业的税收支持

政策；要加强政策宣介解读，优化办税服

务，精简审核流程，提高企业享受政策便利

度，把好事办好。

制造业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提至100%——

真金白银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
本报记者 曾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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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①① 33月月2121日日，，游客在江苏无锡太湖鼋头渚景区赏樱游玩游客在江苏无锡太湖鼋头渚景区赏樱游玩。。

汤德宏汤德宏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图图②② 甘肃陇南市康县岸门口镇朱家沟村的一家民宿甘肃陇南市康县岸门口镇朱家沟村的一家民宿（（无人机无人机

照片照片，，33月月1717日摄日摄）。）。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陈陈 斌斌摄摄

图图③③ 33月月2222日日，，游客在武夷山国家公园九曲溪乘竹筏游览游客在武夷山国家公园九曲溪乘竹筏游览。。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姜克红姜克红摄摄

图图④④ 33月月 2424日日，，全国首趟以大熊猫为主题的旅游列车全国首趟以大熊猫为主题的旅游列车““熊猫专熊猫专

列列””在成都发行体验班次在成都发行体验班次。。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张超群张超群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