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出旅游，品别样年味儿
济宁众旅行社春节出游报名火爆
本报记者 王德琬 孟一 本报通讯员 刘雯雯 唐宏

旅游过年成新宠

“最近我都咨询过好多次了，今
天就是来确定时间和路线的。”1月
11日，在济宁春秋国际旅行社内，从
事销售工作的张智凯正忙着挑选旅
游线路，准备过年时全家一起出去
玩。而这并不是他第一次选择在春
节外出旅游，从2005年春节起，他们
全家就开始在外旅游，感受不一样
的年味儿。

据春秋国际旅行社经理张文新
介绍，近两周以来，每天咨询春节旅
游线路的电话都不下100个，咨询后
当即确定报名和线路的市民有三成
多，报名人次比去年增加30%，所选
择的出行时间多集中在大年二十
九、初一、初二和初三。

“大约一周前，以港澳、新马泰、
日韩游为主的出境线路早就报满

了，现已截止报名；目前，以海南、云
南、广西为主打的境内游只剩余少
量的名额。像海南专项旅游单线就
报了100多人。”张文新表示，如此火
爆的场面出乎他的意料。

记者走访了解到，济宁其他旅
行社也出现类似情况。“从2007年以
后，我们接受的春节旅游报名人数
增幅每年都超过10%。根据市民出
行的需求，旅行社在春节期间都不
设定短线旅游，全部制定长线旅游
和出境游，报名情况很好。”济宁国
际旅行社总经理陈忠颇有感慨地
说，尤其是这两年，春节这一传统的

‘旅游寒冬’正悄然升温。

70后、80后是主力军

“2005年我第一次向爸妈建议
全家一起旅游过年，没成想却遭到
了反对，但我觉得一年工作压力这
么大，好不容易等到春节假期，应该
出去好好放松一下。”在济宁一家银
行工作的秦昭和坦言。在小秦的游
说下，他父母终于同意“出去过年”
了。2006年春节他们去了哈尔滨。

“以往吃团圆饭、看春晚等都是
过年的‘重头戏’，现在很多人都感
觉年味越来越淡了，尤其是年轻人
认为在家过年没意思，在旅游中享
受过年的乐趣，让他们觉得更有意

义。”张文新表示，如今，像70后、80
后这样的年轻群体是春节旅游的主
力军，而在他们的带动下，家中老一
辈人也开始接受这种选择。

“从近期报名情况看，现代人的
消费能力确实高了。”张文新说，受
经济形势的影响，旅游城市的住宿、
交通等费用增加，今年旅游产品的
价格“水涨船高”，国内长线的价格
涨幅超过30%，出境游的价格涨幅
一般在10%-15%左右。

“涨价丝毫没有影响旅游线路
的推销，有的游客还不满足低端价
格旅游线路的推荐，明确表示要选
择好一点的路线。这种‘不差钱’的
情况以前并不多见。”张文新说 。

对此，济宁市旅游局监督管理
科科长赵在方解释道，“大家对旅行
生活品质的关注度越来越高，相应
地，他们对出行线路、配套服务等方
面都非常讲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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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年会周边游

同样精彩

“春节期间正是出行高
峰，为安全起见，不建议市民
进行长途自驾游旅行。如果想
自驾游，建议选择周边地区游
玩。”赵在方表示，想出去玩的
市民，可以避开高峰期，选择
提前或延后出游，在家门口同
样能玩得很精彩。

记者了解到，为响应今年
的好客山东贺年会，济宁推出
了五大贺年品牌活动，12县市
区也结合自身特点打造了一
系列旅游项目，在家门口欣赏
各地贺年会的精彩节目，也不
失为品年味的好去处。

针对春节假期学生、家庭
出游的特殊需求，曲阜安排

“孔子故里祈福之旅”、“孔子
故里除夕游”、“孔子故里修学
之旅”、“孔子故里朝圣之旅”
等不同线路。

邹城将举办新春抢福活
动、孟庙孟府寻宝活动、孟府
新春诗会、祈福峄山、泼墨留
宝等活动。

汶上宝相寺景区贺年会
期间 ,每逢重要节日，都将会
举办祈福、讲经、放生、放灯活
动，增强游客的参与性，实现
佛教文化与游客的互动，变观
光游为休闲修心体验游。

微山县在微山湖渔家水
街举办端鼓腔表演，展示微山
湖独特的民俗，在南阳古镇景
区举办“头鱼”拍卖活动。

梁山景区将举行“梁山好
汉过大年”系列活动，向游人
散发景区游览门票、旅游消费
代金券、祝福贺卡、礼物等，让
游客品味水浒民俗和水浒文
化；推出唢呐、莲花落、快书、
扬琴、坠子等民间曲艺表演，
为系列活动助兴。

各县市区将在元宵节期
间推出民间民俗文艺汇演活
动，组织传统扭秧歌、戏曲精
粹、斗羊比赛、跑旱船、抬花
轿、踩高跷等传统民俗表演项
目呈现给广大市民及旅游者，
并举办盛大的“好客山东贺年
会”花灯会和烟火晚会。

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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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儿童喊她们“妈妈”

13日上午，记者与爱心妈妈们
来到嘉祥县孟姑集乡响水口村，供
电公司的李翠萍、楚海霞和该村的
两名留守儿童张丽、李艳丽结成了
对子。“妈妈，我在这呢。”当楚海霞
下车后向李艳丽家走去时，11岁的
李艳丽从后面追了上来，她说在接
到“妈妈”楚海霞的电话后，自己便
一直在村小学门口等着。

在李艳丽家中，楚海霞将带来
的一件羽绒服给她穿上，大小正合
适。记者也将爱心人士捐赠的书包
转交给了孩子们。

在村南面留守儿童张丽的家中，
李翠萍把带来的一桶油、一身新衣服
送到了张丽家。张丽的父亲张修路和
母亲宋金华刚到家一星期。“一年难得
回来一次，这些天就多陪陪孩子。”张
修路说，谢谢爱心妈妈们，在自己和妻
子没能在家照顾孩子的时候，是“爱心
妈妈”给了孩子更多的关爱。

和孤困儿童结成对子

在供电公司的员工们和留守儿
童结成对子的同时，农村中的孤困
儿童也成了他们帮助的对象。嘉祥
县供电公司团委书记文慧和孤困儿
童刘成结成了对子，“我刚刚见到刘
成时，他非常内向，不像别的孩子整
天充满欢笑。”文慧告诉记者。

“但现在，他和我的儿子成了好
哥们儿，每次见面都能看到他笑呵

呵的。”文慧称，通过长时间的接触，
她发现刘成非常懂事。去年一次打
电话时，文慧当时刚刚感冒，嗓子很
不舒服。“刘成听出来后非常担心，
便让爷爷奶奶带着到我家中看望。”

供电公司办公室工作人员赵海
霞和刘成同村的孤困儿童张志旭结
成了对子。13日中午，记者从张志旭
家中看到，张志旭和奶奶住在一个
四面透风的石头屋中，只有一盏节
能灯发出微弱的光.张志旭做作业
时才打开灯，平常则很少开灯。在屋
子的墙壁上，贴着好几张奖状。

已有20多位“爱心妈妈”

“我们从2007年开始关爱留守
儿童，当时县妇联举办了一个公益
活动，公司的3名职工参与了活动。”
楚海霞说，之后大家就坚持下来。

每到节假日、周末，她们便和孩
子们打打电话，并到孩子们的家中，
送些衣物、陪孩子做作业。现在，公
司中已经有20多位员工，成为了“爱
心妈妈”。“放假或者过周末的时候，
我们经常把孩子带到家中，和自己
的孩子一起过几天。”赵海霞说，现
在她的两个“孩子”经常打电话聊
天，尤其是放假时，都想在一起玩。

离年越来越近，想借春节假期外出旅游的人们开始
忙碌起来。记者走访发现，从上周起，济宁市区内几家大
中型旅行社春节旅游报名火爆。

这些孩子多了个“妈妈”
嘉祥县供电公司20余位女职工长年资助留守儿童
文/片 本报记者 刘守善 通讯员 魏司法

在嘉祥县的很多农
村，外出打工的人比较
多，很多孩子的父母一年
中大多数时间都在外地，
即便回家陪孩子，一般也
就10多天。为了不让这些
留守儿童在孤独中度过
童年，在政府部门的倡议
下，嘉祥县供电公司的女
职工们和留守儿童结成
了对子，几年来他们一直
保持了密切的联系。

“爱心妈妈”赵海霞在辅导张志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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