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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寨露营、民宿体验、古村休闲、红色旅

游⋯⋯随着行程卡“摘星”、跨省游恢复，河北

省邢台市依托太行山旅游资源，开发多业态

旅游产品，打出政策扶持、消费券激励、完善

基建等“组合拳”，激发文旅消费活力。

邢台市西依太行山脉，境内太行山区自

然景观美，生态环境好，旅游资源丰富，被誉

为“太行山最绿的地方”。记者走进太行山旅

游区部分景点，看到文旅市场复苏明显，景区

人气聚集渐旺，消费活力稳步提升。

传统景区开发新业态

“白天带孩子在萌宠乐园射箭、骑马，到

农耕体验馆观察作物生长，累了就采摘点儿

水果回帐篷休息，体验真不错！”在邢台沙河

市红石沟休闲生态农场，来自当地的游客齐

旭明满意地说。

一块绿地，一顶帐篷，一桌美食，三五家

人好友一起赏景⋯⋯“我们带了帐篷，准备在

这里露营过夜，三四百元就能尽兴地玩上一

天 一 宿 ，很 享 受 在 这 儿 的 亲 子 时 光 。”齐 旭

明说。

“自 5 月底恢复开放以来，游客逐渐增多，

旅游消费逐步复苏。”红石沟旅游公司经理孙

叶军介绍，7 月景区民宿入住率达 80％以上，

实现环比增长。为满足各个年龄段的旅游需

求，景区在游乐场内增设了卡丁车、漂移汽车

等激情互动娱乐项目，建设了 400 米跑道的标

准跑马场，同时还推出露营节、3D 灯光节和

门票优惠等系列措施，激发人们的出游意愿。

为拉动太行山文旅消费活力、提振民众

文旅消费信心，聚力“文旅+消费”深度融合与

创新发展，邢台市研究制定《关于支持规范休

闲露营地建设的实施意见》，谋划 40 个营地项

目，投资 900 万元的天梯山梦畔野奢帐篷营地

建设、投资 1000 万元的抱香谷项目建设和投

资 5000 万元的浩盛晴生态小镇一期项目建设

等已完工。邢台市文旅部门与中国建设银行

邢台分行合作开展暑期旅游惠民活动，从 8 月

1 日起发放 200 万元优惠券，用于旅游景区、

星级酒店、民宿、旅行社、乡村旅游经营单位

等文化和旅游消费领域。

河北南宫市的李燕然是第一批抢到旅游

消费券的游客，随后就带着女儿来到信都区

路罗镇大峡谷景区。“一张通票 55 元，包括门

票 35 元、缆车 10 元、观光车 10 元，我们抢到了

20 元的优惠券，两人再掏 90 元就够了，性价

比很高。”李燕然说。

经营大峡谷景区的景趣旅游有限公司董

事长宋育增对太行山旅游行业发展信心十

足：“大峡谷景区 6 月 3 日开业以来，日均客流

量和零售额都呈上升态势，7 月日均游客 1000

人次，月收入近 50 万元，环比增长 230％。依

托政府助企纾困措施，我们将加快景区内外

设施建设与餐饮发展，拉动二次消费。”

随着景区有序开放，周边的民宿客栈客

流逐渐复苏回暖。“工作日入住率达到 70％，

假期更是火爆，周末都是满房状态。”信都区

路罗镇象外客栈的负责人郝庆国告诉记者。

古村落催热慢旅行

在邢台沙河市的太行山深处，有一座始

建于明朝永乐年间的古村落——王硇村，至

今已有 600 余年历史。走进王硇，依山而建的

古石楼群，透着岁月的痕迹、历史的沧桑。

太行山古村落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前

来 观 光 打 卡 。“ 在 城 市 待 久 了 ，就 想 出 来 走

走。中午在村里的农家乐品尝当地特色美

食，人均一天吃住花费 100 元左右。”近日，居

住在沙河市区的石洪海带着一家 6 口人自驾

来到王硇村游玩。

绿缘酒家是王硇村第一家集休闲、吃、住

为一体的农家乐。“最近住宿、吃饭的人日益

增加，7 月份的营业额差不多有 8 万元，比上

个月高出 3 万多元。”农家乐经营者王延平说。

邢台市民赵红潮闲暇时喜欢约上三五好

友去王硇村，“古村落有着独特的风土人情，

漫步其中，仿佛时光回溯，慢节奏的生活状态

很舒服”。

近年来，慢旅行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王

晓宁和身边的很多朋友一样，愈发喜欢去远

离城市喧嚣的古村落旅行。太行山旅游区古

村落古朴、绿色的颜值与内涵成为新的旅游

消费点。

“人流正在慢慢增加，消费正在复苏。”王

香鱼的金梭姐妹土布店是王硇村有名的土布

店，主要售卖纯手工的太行土布、千层底土布

鞋 ，游 客 还 可 以 在 这 里 免 费 体 验 织 布 的 乐

趣。据悉，刺绣、剪纸、荆编等具有当地特色

的手工艺品销量也在稳步提升。

“景区里的饭店、民宿均已正常经营，从

6 月份开始逐步回暖，7 月份渐趋正常，近期

民宿入住率已达 80％。”王硇村党支部书记王

天印表示，太行山旅游消费整体呈稳步上升

趋势，接下来将进一步加强传统古村落保护

与利用，挖掘文化内涵。

红色旅游持续圈粉

太行山里红色旅游资源丰富。近期，邢

台太行山红色旅游线路受热捧，位于邢台信

都区的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陈列馆 6 月份

共接待游客 1.6 万人次，7 月份接待游客 5.3 万

人次，日接待游客数稳步上升。

11 岁的徐浩尹是河北省邯郸市的一名小

学生，特意趁着暑期和父母一起来邢台旅游，

“爷爷奶奶常常给我讲抗大革命前辈的故事，

这次专程到抗大纪念馆参观，聆听红色故事，

追寻红色印记，向革命前辈致敬”。

邢台市信都区浆水镇的抗大陈列馆是全

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也是李保国干部

学院的现场教学点。抗大陈列馆副馆长侯少

伟表示，6 月份以来，进馆游客逐渐增多，每名

讲解员每天至少讲解 15 场次。“我们将继续深

挖红色资源，将老故事讲出新内涵，加强参与

互动，丰富红色文创，增强游客深度文化体

验，多方面推动太行山红色旅游融合发展。”

“红色旅游受青睐，景区客流有明显回升，

我们也根据游客需求及时调整产品供应，满足

游客个性化需求。”邢台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党组书记、局长冀胜利表示。在邢台市信都区

浆水镇前南峪生态观光旅游区，商贩们向过往

游客介绍自家的特色产品，愈发忙碌。

为对冲疫情对文旅行业造成的影响，做

好文旅助企纾困，推进文旅行业恢复振兴，邢

台市文旅部门出台《暂退旅游服务质量保证

金工作实施方案》，为 180 家重点旅游企业暂

退服务质量保证金 552 万元。

“我局对国家、省、市纾困企业的各项措

施进行了梳理，编制了《文化和旅游企业纾困

解难恢复发展的一揽子措施》，结合包联帮扶

活动，加大政策宣传解读力度，让辖区所有文

化和旅游市场主体熟悉政策、掌握政策、用好

政策，促进文旅行业恢复振兴。”冀胜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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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邢台打出政策组合拳——

慢 行 太 行 山 文 旅 消 费 旺
本报记者 王胜强

当前，涉老诈骗多发。不法分子以低价

游、会员费、理财产品等形式，诱导老年人“汇

款”“消费”“投资”的现象屡见不鲜。在加大反

诈打击和宣传力度的同时，更为重要的是，要

加快发展银发经济，补齐产品服务供给短板，

满足老年人多元消费需求，营造友善适老消费

环境，让老年人消费更放心，花钱更省心。

如今，已有不少企业布局老年市场。市面上

的无障碍服装、智能助浴设备、中老年护肤等产品

更加多元。针对健康服务、个人护理、医疗护理、

营养保健、旅游出行、传统滋补等特殊需求，各类

老年体验店、老年商场快速发展。电商也纷纷推

出大号字体、语音导购的“长辈模式”。老年消费

已成为提振消费的一个亮点。同时，银发经济发

展不充分不平衡等现状也在影响老年群体消费潜

力释放。日前，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国务

院关于加强和推进老龄工作进展情况的报告指

出，老龄产品研发相对滞后，老年用品和相关服务

标准体系有待健全，金融、人力资源等方面支持政

策有待完善，产业发展仍有很大空间。

老年人有消费需求，为何却不愿花钱、不

敢花钱？除了消费观念的转变外，产品选择

替代性单一、担忧产品质量安全、投诉监督渠

道不畅通、诈骗案件时有发生等现状，难以保

证老年人享受周到服务，导致他们对未来预

期抱有不确定性。

进一步提升老年消费能力，促进老年消

费升级，需要多措并举，让老年消费更友好。

首先，以扩大老年用品有效供给“助老”。与

儿童用品一样，老年用品也有特殊需求。去年11

月出台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

龄工作的意见》明确，“相关部门要制定老年用品

和服务目录、质量标准，推进养老服务认证工作”，

旨在推进产业规范健康发展。从生活消费需求

看，老龄产业的形态要注重发展绿色环保产业，满

足健康医疗需求，提供高质量的传统产品，实现就

近可及、买得到、买得起。从生产消费需求看，要

注重开发能弥补老年人体力、身体劣势的技术产

品，多提供低成本、具有高技术含量又方便使用的

产品，满足老年人提高生活品质的需求。

其次，以推动老龄产业转型升级“适老”。

作为银发经济中的重要环节，老年消费蕴含新机

遇。截至去年底，全国 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

2.67亿，占总人口的18.9%；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达 2亿以上，占总人口的 14.2%。随着老年人口

数量的不断增加，未来中国老年人口的消费潜力

将不断上升。我们要进一步激发要素活力，培育

新业态新模式，实施“养老服务+行业”行动，促进

养老服务与文化、旅游、餐饮、健康、金融等行业

融合发展。同时，要推动为老服务行业和领域进

行适老化转型升级，为老年人提供友善服务。人

工、纸质、现金等传统服务方式不能少，智能化服

务创新也要更注重老年人视听感官特点，推动解

决老年人“数字鸿沟”难题。

再次，以加强养老服务和产品质量监管“护

老”。今年4月，全国开展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

动，重点打击以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

销售“养老产品”、宣称“以房养老”、代办“养老保

险”、开展“养老帮扶”等为名，实施侵害老年人合法

权益的各类诈骗犯罪。目前全国法院执行的养老

诈骗案件涉财产达20亿余元，帮助不少老年人维

护权益、追赃挽损。针对鱼龙混杂的老年市场，市

场监管等部门要加强监管，严厉打击侵犯知识产权

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等违法行为，完善老年

人维权机制，形成合力一起守护“夕阳红”。

随着中秋佳节来临，象

征幸福团圆的月饼摆上了

家家户户餐桌。五花八门

形状、口味繁多的种类，吸

引了消费者的“眼球”，更引

爆了中秋节日消费市场。

自 8月以来，一款“天大”

月饼在天津大学火爆销售。

它是一个载体，承载着千年

文化传统；它更是一种礼仪，

传递着同窗谊、师生情。

9 月 6 日，天津大学自动

化学院 2020 级本科生王明

辰在学四食堂西饼屋买到

了这款“天大”月饼。天津

大 学 校 徽 、标 志 性 建 筑 、

1895 等文字印刻在月饼表

面。王明辰表示，生活需要

仪式感。在中秋佳节，与老

师、同学们一起吃“天大”月

饼，就是传递大学与学子、

教师与学生、同窗挚友间的

情感，更是延伸家校情怀，

传承“实事求是”校训文化。

今年，“天大”月饼推出

了广式 Q 芯莲蓉、广式 Q 芯

紫薯、Q 芯板栗等多款新品

和 4 款礼盒，共 19 种口味。

自 8 月 18 日 线 上 线 下 销 售

以来，深受师生欢迎。

在校内，月饼传承着师

生情怀、校园文化；校园外，

中式月饼与欧式文化擦出

新的火花。

9 月 6 日，在天津市和平

区金街星巴克臻选天津旗舰

店，鲜花状的柚柚乌龙茶月

饼搭配着纯正的美式咖啡，

成为餐客们的下午茶首选。

咖啡的浓厚纯正与柚子、乌

龙茶的清香淡雅在舌尖混

合，带来了中西合璧、时尚又

传统的新感觉。天津市民张

佳很喜欢这个感觉。“传统月

饼都是五仁、枣泥那几种馅，

油多高糖还有些腻。而海盐、柚子、乌龙茶、牛奶的月饼比

较新奇，再配上杯美式咖啡很清爽。”张佳说。

星巴克已连续 22 年推出西式月饼，今年的主题突出

“团圆”。星巴克臻选天津旗舰店经理李洁说：“今年，星

巴克月饼采用减糖配方，甜度减少了 25%。礼盒可以重

复使用，变身相片框、展示盒、收纳盒等，低碳又环保。”

求新求变的月饼，还承载着老字号守正创新的梦想。

9 月 6 日，在天津市河西区洞庭路 32 号桂发祥直营

店，一老一小正在为买月饼争论。60 多岁的奶奶龙云生

说：“还是买那个‘团圆家饼’，三斤的大月饼，一人吃一

角，寓意团圆不分离，多有气氛呀！”而孙子唐辰越更想买

杨枝甘露月饼。“我喜欢杨枝甘露这款，有奶香和芒果味，

我要吃这个！”两代人不同口味、不同选择，折射出不同消

费需求，这考验着月饼生产商应对市场变化的能力。

中华老字号“桂发祥”以生产“十八街”麻花闻名全

国，企业对于老字号的传承发展、守正创新有着自己的理

解。天津桂发祥十八街麻花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品牌总监

徐燕青说，老字号坚守的是品质，分享传统美食，传递阖

家团圆的美好氛围；而创新就是加快研发，新品迭出，满

足消费者不断增长的新需求。

自 8 月以来，桂发祥散装月饼和礼盒月饼同步上市，

特点就是不以名贵食材为卖点，做老百姓自己的月饼。

桂发祥在线下 62 家直营店及商超推出 18 款礼盒和近 40

种散装月饼，其中 2022 年新增的生椰拿铁、桃桃姜茶、杨

枝甘露、松茸牛肉等口味备受年轻消费者青睐。同时，桂

发祥还将“嘎巴菜”“茶汤”等天津特色食品方便化、速食

化，设计出津门风情、津门四季、津津海味—海鲜酥、吉

祥面点—如意饼四款伴手礼，打造天津经典风味方便

食品。

目前，天津市各级部门正在加紧巡查，强化监管，防

止“高价月饼”反弹回潮。天津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总

队工作人员王敬华说，中秋国庆期间，天津市场监管部门

将聚焦月饼等商品过度包装、价格虚高现象，开展为期 2

个月的的集中整治。

当前，老年消费已成为提振消费的一大亮点。同时，银发经济发展不充分

不平衡的现状也在影响老年群体消费潜力释放。应从扩大老年用品有效供

给、推动老龄产业转型升级、加强养老服务和产品质量监管等方面着力，进一

步促进老年消费升级。

邢台市信都区英谈村古村落一角邢台市信都区英谈村古村落一角。。

邱洪生邱洪生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在天津桂发祥直营店在天津桂发祥直营店，，消费者正在选购月饼消费者正在选购月饼。。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商商 瑞瑞摄摄

游客在邢台市信都区大峡谷景区乘坐游客在邢台市信都区大峡谷景区乘坐

观光缆车游览观光缆车游览。。

邱洪生邱洪生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图图①① 邢台市信都区小戈廖村民宿邢台市信都区小戈廖村民宿。。

邱洪生邱洪生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图图②② 游客在邢台市信都区大峡谷景区游览观光游客在邢台市信都区大峡谷景区游览观光。。

邱洪生邱洪生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①①①①

②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