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 1月 30 日 星期日2022年 1月 30 日 星期日1010 文 旅文 旅

疫情常态化防控之下，酒店

行业不可避免受到冲击。为开辟

新的利润增长点，不少酒店跳出

“洗、息、睡”的传统运营模式，危

中寻机、谋求创新，走上融合发展

之路。

人们对健康生活的追求和向

往，让“酒店+体育”成为业内新

的增长点。成都老牌五星级酒店

家园国际酒店成立了网球体育运

动公司，2021 年为酒店增收 400

万余元。还有酒店利用空地建起

篮球场、游泳池，对外承接体育活

动和赛事，吸引住店客人以外的

客源，可谓独辟蹊径。随着人们

对健康的关注度不断提高，体育

运动带给酒店业的红利将愈发明

显。这种业态为消费者创造出了

更深层的体验感受，建立起了更

为牢固的消费依赖。

就近旅游、就地过节的趋势，

让酒店业开始积极与乡村游、观

光农业融合发展。携程发布的

《2021 用户旅行新趋势洞察》显

示，2021 年三季度，携程省内酒

店预订量较 2019 年同期增长约

35%。人们将更多目光投向了城

市周边的近郊目的地。随着乡村

振兴稳步推进，有地方积极引入

优秀的民宿运营企业，不少农村

改造农房、整修田地，搭上了乡村

游的快车。这类民宿和乡村酒店

应当注重服务精细化、景观多元

化，实现规范、标准运营，以良好

品质在市场竞争中胜出。

与新兴文化业态相融发展，酒店业还打出了“主题牌”。

2021 年，电竞酒店相关企业年度注册数量达 1600 余家，同比

增长 60%。成都武侯祠附近有酒店主打“床榻”主题，在各个

房间放置了有百年历史的老床榻。峨眉山风景区附近则有酒

店主打禅意和太极。越来越多的年轻消费人群选择“就近玩”

“玩新鲜”“玩开心”，助推了主题酒店的蓬勃发展。对相关从

业者而言，应致力于打造具有可持续竞争力的产品、避免昙花

一现。

“十四五”时期，我国将全面进入大众旅游时代。这是酒

店业难得的黄金发展期。马蜂窝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住宿

是“80 后”“90 后”衡量旅居度假品质的第一标准，住宿消费在

整体旅居花销中占比达 39%，76%的用户愿意为“住得好”花更

多钱。惟有摸准消费者脉搏、不断升级业态、创新产品和服务

方式，酒店业才能真正乘势而上。

经过反复考量，开元旅

业集团创始人陈妙林最近忍痛

关闭了旗下的一家酒店。2021 年，开元

集团在营的 400 多家酒店，只有两家森泊度

假乐园略有盈利。“目前，我们正考虑关闭其

他几家酒店。”在酒店行业摸爬滚打了 30 多

年的陈妙林说。

疫情之下，开元集团仅是中国旅游业的

一个缩影。停摆—重启—停摆⋯⋯走走停停

的中国旅游业度过了极不平凡的两年。在这

场尚在持续的“持久战”中，各市场主体目前

境况如何？历经艰辛困顿，他们如何危中寻

机？对于未来，他们有何期待？新春伊始，让

我们一起听听旅游人的心声。

现实

事实上，2021 年开元酒店并非“颗粒无

收”，尴尬在于即便营收同比增长 8%，情况依

然比 2020 年更艰难些。

陈 妙 林 对 比 了 2020 年 和 2021 年 的 情

况。2020 年前 4 个月，开元集团管理的大部

分酒店关闭，人力、能源成本大幅减少；2020

年 5 月，复工复产后迎来了一波报复性消费；

各项利好政策的出台如同“雪中送炭”，帮助

企 业 稳 住 了 阵 脚—— 社 保 基 金 免 缴、缓 缴

7000 多万元，加上房地产税返还等政策性优

惠，2020 年开元酒店获得了约 1.3 亿元的政

府补助。2021 年，时断时续的疫情让开元酒

店与春节、“十一”等旅游黄金周失之交臂，部

分帮扶政策不再延续，多重因素叠加影响下，

2021 年亏损较 2020 年大幅扩大。

其他酒店的情况亦不容乐观。“现阶段全

国酒店业的平均负债率为 75%，2020 年的资

产回报率低至 4.2%，2021 年预计低于 4%。”陈

妙林分析，很多酒店可能会入不敷出，抵不过

银行的贷款利率，尤其是地产企业委托管理

的酒店，大概 15%会倒闭。

疫情冲击的不只是酒店行业。数据显

示，2020 年至今，全国共有 1.1 万家旅行社歇

业；国内民航业累计亏损达 1650 亿元，其中航

空公司累计亏损 1300亿元，占比高达 80%。

春秋航空亦未能幸免。春秋航空股份有

限公司副董事长王煜说，春秋旅游、春秋航空

积极响应国家号召，第一时间无条件为旅客

“退团、退款”，累计承担退款损失 41.32 亿元。

“春天来了，这是最后一个难熬的年份。”

顶度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陈向宏不厌

其烦地给下属加油鼓劲。这两年，受疫情影

响公司管理的景区开开关关。“国内景区中，

乌镇和古北水镇的情况还算比较好的，但和

疫 情 前 也 无 法 相 提 并 论 。”陈 向 宏 笑 着 摇

摇头。

而与锐减的游客量和效益形成鲜明对比

的却是“四个增加”：成本增加、负债增加、贷

款难度增加、稳定员工难度增加。

感同身受的还有无锡灵山文化旅游集团

有限公司名誉董事长、无锡拈花湾文化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吴国平。“恢复态势低于预

期，国内旅游人次及收入大体回缩到2014年水

平。”吴国平说。2021年，旅游企业不断关停重

启，吴国平一直期待的报复性消费反弹却迟迟

没有出现。据中国旅游研究院统计，2021年国

内旅游出游人数为 34.31 亿人次，旅游收入

3.02万亿元，同比增长 19%和 35%，分别恢复至

2019年同期水平的57%、53%。

寻机

吴国平用“在深渊里仰望星空的人”来形

容 2021 年的旅游从业者。“守住本心、树立信

心，克服畏难心、恐慌心。”吴国平说，旅游业

本身长期存在供需错配、结构失衡、投资低效

等现象，疫情放大了旅游业面临的问题。眼

下，时代倒逼旅企转型，疫情倒逼旅企转型，

市场倒逼旅企转型。

面对复苏之路，70 岁的陈妙林从没想过

放弃，“疫情总有一天会结束，我们不能改变

大环境，但可以改变自己”。

2021 年，开元集团在营的 400 多家酒店

出现亏损，但有两家森泊亲子度假型酒店实

现盈利。“这说明消费需求还是有的，只是旅

企需要转型。”如今开元集团管理的多是商务

型酒店，陈妙林计划着将其中的一部分改造

为城市微度假酒店，“能不能成功暂时还说不

好，但我们愿意做一下尝试”。

相比陈妙林的审慎，王煜表现得更积极，

“国内旅游恢复整体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

信心源自颇有成效的尝试。持续加大投

入，近两年春秋航空新增引进 20 架飞机，新

开 30 多个航点，2021 年运输旅客 2200 万人

次，同比增加 14.5%，恢复至 2019 年水平。“国

内庞大的出行市场以及超强的经济韧性为旅

游行业复苏提供了机遇，这让我们备受鼓

舞。”王煜称。

他说，面对疫情考验，春秋航空着眼市民

和游客在文化性、生活化、求知欲以及体验感

等方面的共同需求和碎片化旅游时间，大力

开发“低价高频”的本地游市场，为常态化疫

情防控下纾缓资金压力、稳定员工队伍、创新

发展模式作出积极探索。

比如，春秋航空推出的“微游上海”系列

产品，在 2020 年 3 月上海恢复本地游时占得

发展先机。根据市民和游客的体验反馈和需

求变化，产品不断更新，2021 年 9 月推出的

“建筑可阅读专线车”通过“观光车+微旅游”

形式，将上海特色建筑转化为旅游资源，大大

提升了微游频次，深受市场欢迎。

“今后，传统‘跑马圈地’的粗放发展模式

将难以为继。”吴国平说，疫情改变生活，改变

消费行为，也改变了旅游市场，以本地游和近

程游为代表的“近出行、浅需求、低消费、短时

长”已成为旅游业赖以生存的基础市场。他

的判断也是业界不少企业家的共识。

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2021 年旅游经

济运行分析与 2022 年发展预测》显示，2021

年国庆节假日期间，城乡居民平均出游半径

为 141.3 公 里 ，同 比 减 少 71.7 公 里 ，降 幅 达

33.66%；目的地游憩半径为 13.1 公里，同比减

少 7.7%。

面对错综复杂的变化，旅企转型迫在眉

睫。“经过疫情的冲击，我们绝不能够再追求

粗放式的外延发展，必须更多追求内涵式的

发展。”中国旅游协会副会长康国明说。

陈向宏对此深表赞同，在他看来，旅游行

业的恢复不是一种简单的恢复，疫情影响下，

游客的出行方式、选择方式、消费方式等都在

发生改变，从业者要在自己的领域大力创

新。乌镇景区自去年开始利用自有酒店的设

备与技术，为高收入的家庭提供家政服务，为

一些大企业提供上门餐饮和培训服务，同时

也向其他企业输出部分员工。

“过去我们老说‘诗和远方’，疫情来了以

后就是‘诗和近方’。”陈向宏说，文旅融合不

是一句口号，而是要真真切切给游客提供一

种新的感受和体验，没有创新就没有出路；没

有创新就适应不了疫情后旅游行业的变化。

期盼

疫情何时结束尚未可知。但来自退改、

赔付、员工工资、场地租金等各类运营成本的

挑战，都可能压垮一家旅游企业。

“我们在乌镇景区有 4000 名员工，古北

水镇景区有 3000 名员工，只发基本工资，员

工承受不了，我们也于心不忍。所以我们一

方面发工资保障员工生活，另一方面通过调

休还休的方式保障公司利益，如此才能熬过

来。”可即便如此，陈向宏依然倍感压力，“原

来这两个景区没有很多负债，目前负债率比

原来有所上升”。

在陈妙林看来，疫情常态化防控下，旅游

企业在关停与重启之间频繁切换已是家常便

饭，由此带来的成本大大增加。此外，消费者

在一定程度上也减少了旅游消费的支出。

“2021 年 11 月份开始，我们酒店所在的几个

地方疫情解除，但旅游消费大幅度减少。”陈

妙林说。

更让他担忧的是愈发艰难的贷款。他坦

言，过去旅游市场欣欣向荣时，不少银行主动

找上门，现在行业不太景气，大家也都谨慎了

许多。

当各种挑战接踵而至，除了“自救”，纾困

政策也成为旅游企业关注的焦点。

“从历史经验来看，每一次危机过后，都

需要政府、市场、行业等各方多管齐下，以此

推动旅游业的全面振兴。”吴国平建议，根据

旅游业各细分领域的复苏情况，分类施策、精

准施策，更有针对性地进一步延续 2020 年的

税收、人力等扶持减免政策；进一步加大对旅

游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政策扶持力度，鼓励其

找准市场定位，创新旅游产品，创造盈利模

式，实现自身的转型迭代。

陈向宏则希望能解除或临时解除一些过

去对旅游行业的限制，比如对一些政府会议

召开的限制政策可以更加灵活。

“旅游业产业链长、对经济带动效应强、

就业吸附能力大，对经济刺激见效快。”王煜

介绍，积极帮助旅游业应对困难，法国设立团

结互助基金，符合要求的旅游业中小企业或

个体经营者均可申请补助，免除各项租金费

用。西班牙政府有专项贷款担保，专门用于

受疫情影响的旅游业和相关运输业企业的流

动性需求。意大利政府紧急拨款用以重点扶

持受重创的旅游业。此外，很多国家政府拨

付款项，为旅游业雇员每月发放工资补贴。

“从 2020 年开始，各地政府向旅游业提

供了大量行之有效的纾困政策。”王煜期待，

可以进一步延续、完善旅游业纾困政策，包括

中期银行贷款、发债增信等资金支持、继续发

放纾困补贴、稳岗补贴，延续相关优惠政策

等。同时希望有关部门可以尽快制定疫中持

续应对、疫后刺激复苏的产业发展规划，让更

多旅游业企业能够坚持到胜利的到来。

“2022 年，疫情仍将是影响旅游业复苏

最大的不确定因素，但旅游业复苏向上的进

程不会停止。”不久前发布的《2021 年旅游经

济运行分析与 2022 年发展预测》这样说。

“这次疫情，终不过是历史上的一朵浪

花，挡不住中国文旅行业蓬勃发展的滚滚浪

潮。”吴国平相信，在业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下，

旅游业一定能够尽快走出阴霾，迎来美好的

明天。

老巷浓缩百年山城神韵
本报记者 吴陆牧

古朴的青石板路、枝叶繁茂的老黄桷树、

斑驳的旧石墙、韵味十足的老店铺⋯⋯走进

位于重庆市渝中区的山城巷历史文化风貌

区，沿步道拾级而上，浓浓的老重庆巷子味道

扑面而来。

长江之畔，依山而建，沿崖而上，这是重

庆唯一一条以“山城”命名的百年老巷。渝中

区文化旅游委主任李嘉婧说，2018 年以来，

渝中区在保留历史文化风貌和原生态建筑肌

理基础上，以“绣花”功夫对山城巷进行微更

新、微改造，推动文化与旅游、社区与居民生

活的融合发展。

如今的山城巷，不仅完整保留了自明清

以来的南方民居院落、吊脚楼、防空洞，以及

具有海派石库门风格、明清风格、欧式风情的

历史建筑，还打造了美食、文创、娱乐等业态，

老重庆风土人情与建筑艺术在这里彰显得淋

漓尽致，吸引大量市民和游客前来“打卡”。

在山城巷金马小学旧址里，重庆市文物

保护志愿者服务总队开设了一家山城故事

馆，通过老物件的陈列以及捐赠者的讲述展

现重庆的城市变迁。“10 多年来，文物保护志

愿者们在山城老街里走街串巷，探寻古迹，保

护文物。”重庆市文物保护志愿者服务总队负

责人吴元兵说，开办这个展馆就是希望感染、

带动更多人传承和弘扬历史文化，留住更多

历史记忆。

“一条山城巷，浓缩百年山城时光。”见到

黄庆泉时，他正与朋友在山城巷的一家老茶

馆喝茶聊天，但凡有外地朋友来重庆旅游，他

都会带着朋友来这里走走看看。“山城巷是重

庆文化旅游的一张名片，在这里，不仅能体验

山城重庆 3D 魔幻的地理特征，更能体味到原

汁原味的老重庆风土人情与建筑艺术。”黄庆

泉笑言。

在渝中区，像山城巷这样的百年老巷还

有不少。渝中是重庆的“母城”，是巴渝文化、

抗战文化、红岩文化的发源地，历史悠久、文

脉厚重，当地的文物数量占到重庆全市的三

分之一。近年来，依托丰富且独特的文旅资

源，渝中区着力打造城市精品文旅项目，丰富

文旅产品供给。

活化历史文物，开发街巷步道是渝中区

推动文旅城融合发展、提升文旅消费水平的

重要举措。“一方面，统筹修复、活化利用全区

文物资源，将戴家巷、胜利巷等传统老街巷打

造成文化旅游集聚区域；另一方面，大力发展

山城特色步道旅游、步道定向赛、步道文化体

验等，推出十八梯、山城巷、戴家巷等山城特

色步道。”渝中区文化旅游委副主任卢永军

说，通过构建特色文化旅游场景，植入文化创

意、演出演艺、休闲娱乐等业态，吸引游客和

市民来渝中区消费。

位于渝中区较场口的重庆十八梯也是一

条百年老街巷，经改造升级于 2021 年 10 月正

式对外开放。记者在重庆十八梯传统风貌区

采访时看到，曲折绵长的青石板路、依山而建

的吊脚楼等历史风貌完整保留，街巷里古韵

悠悠，人流如潮。

围绕“城市观光”“非遗传承”和“文创体

验”等定位，重庆十八梯传统风貌区规划布局

了传统文化体验区、国潮文创体验区、国际交

流区和生活方式区四大特色主题区域，实现

“文化+旅游”“文化+创意”“文化+跨界”的全

景体验发展。

一条条焕发新生的传统街巷，让“街巷

游”成为渝中区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热门主

题。近年来，渝中区先后获评国家全域旅游

示范区、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示范城市，出台

了《渝中区深化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示范城

市建设工作实施方案》。2021 年上半年，该

区 接 待 游 客 2410.2 万 人 次 ，实 现 旅 游 收 入

202.4 亿元。

“让历史文化活在当下、服务当代，让城

市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李嘉婧

说，渝中区正充分发挥山水、都市、人文资源

禀赋优势，加快文化资源向旅游转化、旅游业

文化内涵提升，推动文商旅城深度融合。

酒店业借势谋复苏

刘

畅

疫情下中国旅游业的坚守与突围
本报记者 沈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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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①① 位于北京市密云区的古北水镇景区一角位于北京市密云区的古北水镇景区一角。。 （（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图图②② 第八届乌镇戏剧节期间举行的古镇嘉年华第八届乌镇戏剧节期间举行的古镇嘉年华““踩街踩街””表演表演。。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徐徐 昱昱摄摄

图图③③ 游客在甘肃省敦煌市鸣沙山月牙泉景区游览游客在甘肃省敦煌市鸣沙山月牙泉景区游览。。 张晓亮张晓亮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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