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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抱大众旅游“休闲时代”

□王晨光

五一假期刚过，友朋相见，
最关心的是“假期去哪儿玩了？”

“玩”，代表着人类社会对生
活品质和生命价值的不懈追求。
以满足休闲为目的的旅游活动
被通称为休闲旅游产业。1992
年，世界旅游理事会（WTTC）就
测定，以休闲为主导的旅游业已
成为世界第一大产业，成为世界
现代服务业的龙头。

在我国，休闲旅游肇始于改
革开放。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我
国通过开放入境旅游实现创汇
任务的迫切需要；最近几年，伴
随着我国休假制度的不断完善
和国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的
持续提高，休闲旅游成为了越来
越多国民的生活必需品。据统
计，2015年我国实现国内旅游人
数40亿人次，入境旅游人数1 . 34
亿人次，我国公民出境旅游人数
1 . 2亿人次，一举成为全世界数

量规模最大的旅游客源国和旅
游目的地国家。2016年5月18日，
世界旅游组织与中国政府又将
在北京联合主办首届“世界旅游
业发展大会”。这些成就，无不标
志着现阶段我国休闲旅游产业
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发展时期，
正如同李克强总理在今年两会
中所宣示的，我国旅游业要“迎
接正在兴起的大众旅游时代”。

大众旅游时代的我国旅游
业必须面对全新的市场与产业
态势：首先，游客成为了休闲旅
游市场真正的主导者。这不仅表
现为游客出游频次越来越高、消
费能力越来越强，以及旅游对社
会经济发展贡献越来越大。还意
味着游客的消费诉求越来越存
在差异化，越来越强调个性化的
品质体验。同时，旅游市场上游
客话语权也在不断提升。

其次，游客消费升级拉动旅
游产品结构不断升级换代。休闲
度假时代游客越来越重视身心

体验和精神享受，越来越强化定
制化、个性化的消费诉求。这会
导致一些旅游企业因产品老化
和缺乏创新能力而被市场淘汰。

再次，休闲旅游产业范围越
来越宽泛、业态越来越丰富。以
住宿产业为例，可供游客选择的
不仅有传统星级饭店，各类新兴
业态如经济型饭店、民宿、精品
饭店，乃至家庭旅馆、青年旅社、
休闲农庄、帐篷露营等等。在“互
联网+”时代，各种智能化手段渗
透到旅游服务当中，又有了移动
预订、会员俱乐部、分享体验（途
牛，Airbnb等）等诸多新途径。

最后，休闲旅游市场秩序和
产业运行质量越来越成为社会
关注的焦点。一方面，在“旅游+”
和全域旅游的背景下，社会上方
方面面的资源似乎都可以转化
为旅游要素，为游客创造价值。
另一方面，政府惯常的行政管制
模式遇到了极大挑战。一时间，
各类如旅游市场秩序、服务质

量、文明旅游、游客利益等问题
似乎是层出不穷。此外，与休闲
旅游相关的各类中介机构、行业
协会、新闻媒体等社会组织又不
断涌现，呼唤着从社会层面对休
闲旅游产业治理体系的重新构
建。

为此，我们需要一种更具战
略性和长远性的眼光审视当下
的休闲旅游产业，逐步确立与新
形势相匹配的休闲旅游发展观。

其中，有三个关键词值得关
注。其一是“品质”。整个休闲旅
游产业都要用十二万分的精力
去关注旅游服务品质，也就是游
客利益问题。其二是“公平”。也
就是说，今后各级政府要通过更
加合理的制度设计，让休闲旅游
福利覆盖每一位公民，促使旅游
真正成为“一个有利于社会稳
定、提高社会劳动力、促进个人
和集体富裕的因素”。其三是“责
任”。当今形势下，对游客而言，
首要的责任是文明旅游、传承文

化和保护遗产；对社会而言，主
要的责任是扶危济困，搞好社会
救助和旅游扶贫；政府的责任更
大，不仅要维持好旅游市场秩
序，还要积极推进带薪休假制度
落实，维护好国民的合法休假权
益。

大众旅游时代，发展休闲旅
游业的意义绝不仅限于旅游活
动本身，还可以当做古老中国与
现代文明的又一次对话，以及对
我国社会文明进程的加速推动。
如果说，38年前小平同志开启的
入境旅游大门，是中国旅游业与
世界的第一次握手，那时我们还
只是一名新生。那么，今天我们
将与世界旅游业开启第二次握
手，更需要的是理性和自省，是
传承和创造。愿我们共同努力，
一起创造和分享休闲旅游事业
带给这个时代的繁盛和辉煌。

（作者系山东省旅游专家委
员会委员，山东大学旅游管理系
副教授）

传传统统景景区区的的新新活活法法
□乔显佳

两年前我与某旅游景区老
总去了趟泰安太阳部落，一边
看，老总一边感叹：都这个玩法
了，咱南部山区的景区都得歇
菜，回去我就把景区关了！

我原想带他去看看新旅游
的新玩法，改变一下他小富即安
的心态，没想到“刺激过了”。一
年以后再去他的景区，闻到一股
马放南山的气息，看来他已在旅
游投入方面有所收手。

最近五年，山东大体量的人
造景区频频落地，改变了原有格
局。游客很振奋，但传统景区经
营者却感到某种焦虑。以 2012
年中央“八项规定”实施为“分水
岭”，原来对企事业单位来说司
空见惯的公款旅游遭到当头棒
喝，组织职工出游的计划纷纷被
打消，传统景区备受冷落。而乡
村旅游的崛起和游客对“无门票
景区”兴趣上升，使传统景区面
临多方面的客源争夺战，一度找
不着北。

尽管当下旅游景区市场变
革马蹄声疾，但老乔以为，以山
水、历史文化等为代表的传统景
区不必气馁，更不可自乱阵脚、

下臭棋、出昏招。那种见“人造”
项目抢手，就拍脑袋挖山开石、
动土砍树、大建游乐项目的目光
太短浅，因为你很可能没那个大
手笔，更要命的是这将失去山水
景区的纯阳真气，结出劣果。

从一名旅游记者和游客的
角度，我希望九如山景区能够继
续坚持“四不”的路子，为济南保
有一片生态山水；我希望鲁山、
徂徕山、昆嵛山、香山“开发”力
度小些，或者宁可不开发，借此
保留原生态；也希望泗水、微山、
临朐、邹平、青州等县域旅游开
发的步子再稳些，发挥好产业后
发优势；我希望蒙山继续坚持开
发养生、休闲、度假、健身、矿泉
水、养老、疗养、教育、文化旅游
等新兴关联业态，逐渐扔掉“门
票拐棍”；我希望泰山、“三孔”树
立发展打造全域旅游的信念，以
务实的态度承担起国家公园、文
化遗产的更多责任使命。

景区不外乎三类：自然的、
人造的、自然+人造的。有人说，
在全域旅游时代，以及游客对开
放性旅游目的地青睐的情况下，

“景区”尤其是“传统景区”将风
光不再，我对此说法不敢苟同，
认为未来“看景点”仍将占据半

壁江山。中国人对风景的需求是
渗透于民族文化中的，孔丘说

“智者乐水，仁者乐山”；陶渊明
吟“步步寻往迹，有处特依依”；
山水诗派创始人谢灵运、明代布
衣旅行家徐霞客，都是将个人的
山水情怀糅进文学；清代山东老
乡王士祯说，古人中癖好山水者
多矣，“登临山水间，穷极幽奥”。
看，不光他自己玩，还拉来先贤
说事。中国古人对山水的缱绻情
愫，轻松穿透一部青史。

但这绝不是目前传统景区
因循守旧、忽视创新的理由。当
下传统景区急需破解以下死结：
一是忽视自身特点，追求产品大
路化、形象脸谱化，沦为一次性
消费品；二是市场意识薄弱，营
销理念方式滞后；三是配套项目
欠缺，很难满足旅游休闲时代游
客多元化的消费需求。只要解开
这些“结儿”，传统景区将迎来下
一个春天。

驴驴友友违违规规探探险险

救救援援花花费费谁谁来来买买单单？？

具体案例：
3 月 29 日，天津科技大学

的两名驴友到蓟县盘山风景
区“探险”，结果被困在半山腰
一处峭壁，处境危险，当地消
防员、公安民警花费 3 小时才
将他们安全护送至山下。

今年“五一”小长假，更有
不下两千名驴友冒险私闯牛
背山——— 幸运的是他们没出
问题，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另
据齐鲁晚报 5 月 3 日 A7 版

《每年近百万驴友野游蒙山》
报道，现在每年从四面八方私
自攀登蒙山的“驴友”规模近
百万，且这一规模年年都在迅
速壮大。

随着“驴游”时代到来，
“营救驴友”几乎成了假日“不
见不散”的约会。例如，之前有
17 名驴友私自进入广西长滩
河自然保护区探险，结果遇暴
雨失联，当地组织上百人，花
费十多万元才将 17 人救出。

驴友户外探险遇险后，为
了营救这些被困的驴友，当地
公安、消防等部门不仅要付出

巨大的人力、物力，耗费社会
资源，营救人员也面临巨大风
险。探险悲剧在引起全社会对
生命安全重视的同时，也值得
各方反思。

本期话题：
救援产生的花费该由谁

来买单呢？是财政全包？还是
通过购买商业保险解决？抑或
是强令被救者买单……快来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留言吧，
理不辩不明，我们希望听到您
的真知灼见。

参与方法：
方式一：打开齐鲁晚报官

方APP齐鲁壹点，进入旅游频
道参与话题讨论；

方式二：扫描下面二维码
进入话题专区，下载齐鲁壹
点，留言参与话题讨论。

葛每周话题

旅游休闲【走着瞧】

葛老乔游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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