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在多个城市散

发，预期中的“五一”假期和端午节假期出游

受到较大影响，本该热闹的旅游旺季显得有

点“冷清”。

不过，随着全国疫情防控工作有序推进，

各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6 月份以来，各地文

化和旅游活动逐步恢复。各地在安全流动前

提下“开闸放流”，北京周边游市场也开始回

暖，不仅提振了旅游业从业者信心，也为即将

到来的暑期和下半年旅游市场复苏注入“强

心针”。

开始回暖

6 月 29 日，工信部宣布取消通信行程卡

“星号”标记，方便广大用户出行。国内多地

旅游消费需求迅速反弹。

美团数据显示，“摘星”政策宣布当天，北

京 的 线 上 旅 游 消 费 规 模 环 比 增 长 即 突 破

200%。上海迪士尼乐园已于 6 月 30 日恢复运

营。7 月 1 日起，上海在全市范围内逐步开放

博物馆和美术馆，以及室内外所有类型 A 级

旅游景区，居民旅游消费热情高涨。

暑期旅游消费正加速回暖。随着中高考

结束和高校毕业季来临，不少旅游企业抓住

暑期旅游旺季，迅速恢复相关产品销售。北

京一些依托博物馆、民俗馆、文化遗址等打造

的暑期游产品陆续上线，围绕周边景区的自

然生态研学旅游等暑期产品也开始预热。在

住宿领域，不少民宿通过文创开发、与露营有

机结合、美食推广等方式创新经营品种，有的

度假酒店聚焦家庭亲子需求推出高性价比的

产品，营造“度假感”氛围。

而这样的复苏和回暖，北京周边游商家

从今年的端午节假期开始就已经逐步感受

到了。

“客房都订出去了！”6 月 3 日端午节当天，

位于北京延庆区张山营镇下板泉村的云间晓

筑民宿主理人王洪云告诉记者：“网上客房预

订信息刚发布，就有客人打电话来咨询。”

端午节假期，门头沟、平谷、怀柔、密云、

延庆等地的酒店、民宿、农家乐恢复正常营

业，这对于北京地区的周边旅游业而言是重

要的回血机会。5 月 28 日，得到民宿、农家乐

恢复正常接待服务的通知后，王洪云和丈夫

立刻忙碌起来，将客房、院落等全面打扫、消

毒，确保客人能住得安心。

“农场能开放啦！”端午节前夕，北京市密

云区溪翁庄镇金叵罗村的飞鸟与鸣虫农场创

始人李一方也在农场官方微信公众号上更新

状态。她说，今年端午节期间，农场设计了一

年一次的水稻插秧活动，名额很快就被约满，

订单基本靠“抢”。

随着北京、上海等主要客源地疫情防控

政策调整，大部分景点重新开放，各地陆续恢

复跨省游，居民出游意愿得到有效满足，处于

低谷的旅游业看到回暖曙光。其中，本地游、

周边游、自驾游更是成为主导，亲子、露营产

品受到市场青睐。

根据统计数据、市场信息等综合研判，旅

游经济虽然还没有迎来全面复苏和系统回

升 ，但 是 消 费 意 愿 和 产 业 信 心 正 在 稳 步 回

升。旅游行业经营者自身也在积极克服困

难 ，以 审 慎 乐

观的态度

迎接市场回暖。

在闭园 1 个多月后，6 月 22 日下午，北京

环球度假区宣布重启。同时，最受关注的北

京环球影城主题公园于 6 月 25 日正式开放，

并于 6 月 23 日零时起在每日限流的基础上恢

复预售。消息发布后，去哪儿平台上北京环

球度假区的搜索热度瞬时增长 6 倍，冲至全国

景区第一。其周边酒店的搜索热度也大涨，

较 6 月 21 日环比增长近 40%。

“近两年因受疫情影响，长途旅行受限，

游客多以本地为中心，开展 3 日以内的短途休

闲旅行。相比传统风景区打卡，年轻人更偏

好以兴趣爱好或潮流玩法为主的深度体验，

对出行体验愈加重视，更愿意为高品质产品

及服务买单。”马蜂窝旅游研究院院长冯饶

表示。

从各旅游平台监测数据看，今年端午节

假期紧随六一儿童节，亲子出游成为市场一

大亮点，以亲子、家庭为主题的特色农庄、民

宿等深受欢迎，一二线城市近郊的度假型酒

店、高品质乡村民宿及主题乐园周边酒店预

订火热。携程平台数据显示，截至 6 月 6 日，

端午节假期期间，全国周边游门票订单较清

明节增长超两倍。马蜂窝公布的数据显示，

端午节前，北京周边景区恢复运营的消息一

出，“北京周边民宿”热度迅速上涨 150%，热

门民宿早早被预订一空。本地游客的热情，

将北京民宿送上端午小长假热门民宿榜单前

两名。

民宿市场回暖，从侧面体现出游客出游

热情逐渐修复。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公布的

数据显示，端午节假期期间，北京市乡村民宿

经营客房保持在 8000 间至 9000 间，尽管假期

较 短 ，但 是 乡 村 民 宿 客 房 入 住 率 仍 保 持 在

50%左右，远高于城区、近郊区、远郊区饭店的

平均入住率。

去哪儿数据显示，随着北京疫情防控逐

步平稳，北京旅游酒店行业企稳回升。截至

6 月 22 日，北京酒店近一周搜索量环比增长

两成，北京景区门票出票量较上一周环比增

长四成。

迎难而上

市场的回暖令人欣喜，但却也无法改变

过去几个月北京许多乡村旅游从业者经历的

“过山车”般的遭遇。以往每逢假期，精品民

宿一房难求。疫情防控期间，很多民宿采取

打折、预售等方式，回笼部分现金以平衡民宿

基本支出。

王洪云经营的民宿位于延庆区玉渡山脚

下。4 月 22 日，记者第一次见到王洪云时，她

兴奋地说，“五一”期间的 4 间客房早已提前订

满，万事俱备，只等客来。然而，随着北京疫

情防控形势日趋复杂严峻，王洪云的民宿生

意大受影响，预订出去的房间全部退订。最

后王洪云只好调低客房价格，接了一些零散

订单，收入同比下降超五成。

农场不能开放的日子，李一方则经常在

社交平台上分享劈柴种菜、孵鸡喂羊、生火烤

面包等农场日常，也常遇到客人“什么时候农

场才能开放”“我们作为朋友过来帮忙干活也

不让进吗”等询问。李一方耐心向客人解释

要遵守疫情防控要求，但也不免担心：“客人

不能来，农场就没收入，20 多名员工的工资

就成了问题。”

“不管是民宿，

还是其他旅游经营

业 态 ，很 多 成 本

是固定的。”深

耕 亲 子 农 场

多 年 的 田

妈 妈 品

牌创始人、亲游科技 CEO 要雁峥告诉记者，

从收支看，在疫情防控期间，旅游相关市场主

体处于十分被动状态。比如 5 月份，按照北京

疫情防控要求，一些具有浓郁乡村特色的休

闲农业精品活动包括草莓、樱桃采摘等全部

取消，企业收入呈断崖式下降。而支出端方

面除了固定的员工薪酬，还有房租成本、运维

费用等刚性支出。

即便是恢复经营，疫情防控要求仍然从

严。据王洪云介绍，恢复营业后，来民宿的游

客需要提前一天通过线上平台实名制预约，

不接受现场预约。健康宝、72 小时核酸检测

证明等是出行住宿的基本条件。

“虽然我们赶上了端午节恢复营业，但市

场恢复并没有想象得那么快。”北京白草畔自

然风景区总经理贡新宁告诉记者，旅游景区

的运营是双向的。尽管景区在假期降价或免

票，但仍要严格实行“非预约，不接待”政策，

而且要求必须来自低风险地区、48 小时或 72

小时核酸阴性等。由于各地区防控政策不

同，游客也担心“出不去、游不了、回不来”，一

定程度影响了出游计划。此外，疫情长时间

反复出现，也打乱了消费者的旅游计划，致使

出行热情减退。

从旅游供给侧看，市场主体处境的艰难

程度，还体现在其呈现的经营状态上。入不

敷出，加上融资难，资金流动性放缓，企业周

转困难，实力弱的市场主体面临被淘汰的风

险。记者走访北京部分旅游景区发现，由于

客流量减少，部分景区市场主体经营者直接

选择放弃经营，撤出景区，这为区域旅游招商

和未来游客流量恢复后的接待能力带来一定

挑战。

尽管困难重重，但许多旅游相关市场主

体仍在努力维持经营状态。停业期间，王洪

云坚持每天打理好民宿内务，做好随时重新

迎客准备，还张罗着为民宿增加了自行车租

赁服务。此外，她准备为民宿重新设计装修

方案，试图将互动体验与住宿结合运营。

周边游暂停营业期间，要雁峥没有给自

己放假，而是和团队在平谷区金海湖镇郭家

屯村筹备“小溪谷森林露营地”的运营，和其

他村居谈合作。要雁峥告诉记者，此前郭家

屯村的乡村旅游业是“零基础”，村民的农产

品特色和服务价值宣传不到位。建立营地的

目的之一，是希望发动更多农户改变传统经

营方式，解决信息不对称状况，加强乡村和在

地资源形成连接，打造乡村品牌和 IP。

许多经营者也在调整“副业”。李一方经

营的农场开发了不少周边农副产品。夏季是

金叵罗村 600 亩樱桃丰收的季节，农场结合自

制的三明治、曲奇和新鲜采摘的樱桃，推出可

外带的“田野时光套餐”，并附赠亲子自然游

戏材料包。

“农场不能开放的这段时期，生态水塘里

多了成群的小鱼，上百枚颜色各异的种蛋也

在孵化器里开始了生命旅程，一点不比开放

时清闲。”李一方告诉记者，最近她还在社交

平台上直播了农场第一批孵化的小鸡小鸭破

壳的过程，她笑谈自己的身份要从“农场主”

变身“饲养员”了。这些举措都是希望能让游

客们记住农场，等疫情好转后再来光顾。

“旅游不光是做市场，更是在做客户。”在

贡新宁看来，疫情过后，游客出行将更加注重

安全、品质和个性化。为此，传统旅游空间也

要注重在旅游规划、资源开发的基础上，更多

融入城乡居民的生活空间和休闲场景，创造

出全新的旅游消费空间。

创新业态

复工容易，复业难。在疫情反复多发的

情况下，不断兴起的周边游市场未来发展会

“上天”还是“入地”？业内专家表示，未来乡

村旅游仍有更多发展机会，但是业界自身也

要苦练内功，改变粗放的经营方式，不断培育

乡村旅游新业态。

“除了受疫情影响，乡村游、周边游本身

也面临同质化竞争压力。现有的农家乐和采

摘项目等，实际上并不具备全域或核心吸引

力。游客更需要注重体验、注重内容的综合

性、系统性消费项目。旅游附加值低，配套设

施不健全，是目前农村旅游最大的短板。”在

要雁峥看来，一个理想的乡村业态的构成，一

方面要有吸引眼球的引流项目，比如营地、亲

子农场或小型田园综合体等。另一方面要有

整体品牌建设，给游客更多信任感。

“民宿订单量减少是暂时的，相信随着社

会防疫工作取得更好进展，各类出行都会反

弹。但对于力求高质量发展、服务大众的旅

游行业来说，周边游的健康发展要着眼长远

目标。”冯饶表示，一方面，与民宿以及周边游

相关的法律法规将越来越完善，行业将有法

可依、有据可循，保障消费者和经营者双方权

益。另一方面，游客出行服务，归根结底是履

约过程，是产品交付和服务过程。健康、可持

续的发展需要旅行玩乐产品不断推陈出新、

提供有品质的服务。

北京农学院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唐衡认

为，随着休闲旅游业快速发展，游客需求趋于

多样化，单纯的自然风景观光已无法满足游

客。乡村旅游应把握游客脉搏，及时开发具

有区域特色、参与实践式的娱乐项目，塑造品

牌、培育精品，将自然资源转化为游客喜爱的

乡村旅游产品。此外，还要深入挖掘旅游产

品的文化内涵。

面对诸多问题，不少传统旅游从业者已

在积极寻找纾困新路。携程、去哪儿、开元等

旅游集团 20 强就“如何推动形成大众旅游新

动能”探索答案。携程集团启动乡村振兴计

划，从民宿产业升级、产品生态构建、旅游

服务提升、营销引爆等多个维度，推进乡村

振兴。截至今年 6 月份，已有 9 家携程度

假农庄开业，带动近五成异地旅客前往当

地消费，对当地景区门票和玩乐产品消

费等方面起到一定带动作用。

“周边游市场广阔，但高品质服务

商并不多，产品形态仍需不断创新。产

品形态趋同、体验不够精致是周边游

亟需解决的问题。”冯饶说，比如很多

民宿都在争当“网红”打卡地，在环境

营造上下功夫。但“网红”背后，还要

有高质量的配套服务，不仅要在住

宿、餐饮方面做到位，还应提供更多

针对当地文化的深层次体验以及符

合年轻人喜好的服务，如露营、观

星、垂钓、宠物乐园等。

旅游复苏需要有效市场，也需

要有为政府。为了帮助旅游行业

走出困境，从中央到地方不断出台

相关纾困政策。

北京市近期出台的稳经济措

施 中 ， 提 出 打 造 20 条 “ 京 郊 之

夏”乡村旅游精品线路，推出延

庆消夏、密云休闲等 10 个“微度

假”目的地，并支持精品民宿发

展。延庆区出台贷款贴息政策，

纾困乡村民宿，对 2021 年乡村

旅游业态融资贷款项目进行贷款

利息补贴，涉及 13 个乡镇，共

计补贴资金 350 余万元。房山区

积极与 8 家银行对接，推出“美

丽乡村贷”“民宿贷”“旅游户贷

款”等多款助企金融服务产品，

推出疫情造成的企业还款逾期记

录暂不上传平台、线上业务办理

续贷等措施，并与美团、马蜂窝

等 7 家在线旅游平台合作，组织

“线上网络发布+视频直播推介+

全网新闻推介”云端推介会，营

销文旅资源。

“ 疫 情 终 会 过 去 ，随 着 政 策 调

整 ，周 边 游 市 场 需 求 将 进 一 步 激

发。当前，周边游市场虽然处于‘洗

牌阶段’，但一定程度上也能促进转

型升级。随着市场细分更加精细，服

务质量也会更上一个台阶。”要雁峥对

周边游未来发展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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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周边游消费再发力
本报记者 韩秉志

风雨过后见彩虹疫情发生

以 来 ，旅 游 业

作为接触性、体

验 性 、流 动 性 强

的 行 业 ，其 消 费

特 征 与 疫 情 防 控

要 求 产 生 直 接 矛

盾 ，发 展 明 显 减

速 。 特 别 是 今 年 以

来，不断反复的疫情

对旅游产业链施加的

负面效应持续放大，对

旅游业特别是旅游企业

的韧性和成长能力带来

挑战。文化和旅游部公

布的 2021 年文化和旅游

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1

年年末，纳入统计范围的

全国各类文化和旅游单位

32.46 万 个 ，比 上 年 末 减 少

1.70 万 个 ；从 业 人 员 484.41

万人，比上年末减少 11.89 万

人。在疫情影响下，民众出

游时不仅要考虑疫情防控政

策，还需考量旅游目的地的卫

生环境、出行舒适度、核酸检测

便利性等，出游意愿和消费热

情难免受到打击。

人员流通不畅，旅游流量

下滑，旅游企业面临的困难可

想而知。但从清明节、“五一”、

端午节等假期旅游市场表现来

看，疫情并没有阻挡游客对出游的渴望。今年以来，游

客将更多目光从热门景区、城市公园等向乡村、自驾、

休闲农场等共享空间转变。露营、野餐等成为居民近

郊出游首选，一些扎根生活的深度体验项目以及基于

当地特色创新推出的休闲空间和旅游业态，受到市场

欢迎。随着旅游消费趋向散客化、个性化和差异化，游

客对专业化、碎片化、小团化产品或服务的需求更加

强烈。

应该看到，旅游市场恢复营业并不必然导致旅游

产业景气同步上升。核酸检测、绿码、低风险来源地成

为旅游接待常态化要求，地方既想促进旅游市场复苏

又担心疫情失控的两难心态，很难让市场和消费主体

的获得感在短期内迅速提高。“如何健康而快乐地活

着”，仍是当前旅游从业者面对的共同课题。

旅游行业要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需要危中求

机。一方面，需求端的显著变化，倒逼旅游从业者深挖

新时期文旅市场需求特点和消费转型趋势，以创新举

措强化自身能力和发展韧性；另一方面，旅游企业也要

打造核心竞争力，针对游客更注重安全、品质和个性化

的需求，优化产品结构，丰富产品体系，在优质资源稀

缺性方面抢先占位，形成品牌

建设“护城河”，从而增强抵御

外部风险的能力。

通信行程卡“摘星”、主题公园重启⋯⋯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工作有

序推进，近期旅游业利好消息不断，市场开始回暖。两年来，在疫情常

态化防控形势下，本地游、周边游需求增加，度假酒店、特色民宿等新

兴业务发展迅速。记者近期走访了北京多家周边游商家，看看他们如

何看待市场回暖？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

本版编辑 王薇薇 闫伟奇 美 编 倪梦婷

①①

图图①① 位于北京位于北京怀柔区的向果露营社区为游怀柔区的向果露营社区为游

客提供帐篷露营体验客提供帐篷露营体验。。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图图②② 北京平谷金海湖小溪谷森林露营地北京平谷金海湖小溪谷森林露营地，，

游客在体验插秧活动游客在体验插秧活动。。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②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