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景区闲着也不降价，除了滑雪泡温泉没啥好玩的

元旦省内游难聚人气
本报记者 乔显佳

本报济南12月27日讯
（记者 乔显佳） 日前，泰
安“冬季之旅”旅游套票说明
会在济南举行，以“套餐”形
式对游客让利销售。套票面
向旅游团队销售。

进入冬季后，旅游市场
整体上处于“门前冷落鞍马
稀”的状态，旅游营销活动几
乎绝迹。

据悉，在政府主导下，
泰安市各大景区、星级酒店
宾馆、旅行社悉数参加。所
推出的“2日游”“3日游”“4

日游”，票价在209元到673

元之间，共32款套票可供选
择。相比各旅游项目的挂牌
价，购买“旅游套票”相当于
打了5-7折。

泰安推出旅游套票实
质与几年前火爆一时的“旅
游消费券”有共同之处，都
是在淡季时为提振市场采
取的临时让利之举，游客更
期待获得常态化的旅游优
惠。套票暂不向散客出售，
如果出台措施向散客放开，
无疑将起到更大的拉动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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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季一天数万人

现在仅几十人”

根据我省A级景区名录，记者进
行了随机采访，不少电话处于待机
状态。接受采访的人士称，“一天接待
不了几个人。”在部分城市，有些近郊
景区开始像往年一样关门谢客。

省内一家知名4A级山岳型景
区负责人说，“天寒地冻的，没什么
好看的。除了少数年轻人来看看雪
景、拍拍照片，老年人、孩子都待在
屋内不出来。”这位负责人告诉记
者，“五一”“十一”旺季，景区一天
内游客接待量达数万人，现在一天
下来，最少只有几十人，可以说是
天壤之别。

受严冬天气因素影响较小的
室内景区，情形同样不佳。青岛极
地海洋世界的一位管理人员目前
处于休假状态，他说：“北方景区都
一样，到了淡季就歇菜。”

“1700多家旅行社

冬天只剩下卖三亚了”

业内人士介绍，我省旅游业已
形成一种习惯：人员旺季顶上，淡
季调休或内部培训练内功，某种程
度上主动放弃了冬季旅游市场。

与景区鲜有人来一样，省内
一些旅行社也存在“冬眠”现象。
济南经十路上的一旅行社，上线
销售的旅游线路产品集中在海
南、云南、东南亚各线。省内旅游
线路不仅少，而且很难组团。“每
到冬天，我们全省 1700多家旅行
社只剩下卖三亚了。”一位业内人
士说。

临沂市一家较大的旅行社负
责人透露，他们正在组织的省内游
线路只有一条，不仅免除每位游客
的门票，还按照人头补贴给组团社
部分车费，“这种情形足见景区淡
季之淡。”

资讯少，配套缺

市民抱怨冬季难游

采访中记者还注意到，一方面
省内景区门可罗雀；另一方面，面
对元旦小长假，不少人却抱怨“省
内找不到玩的地方”。

山东工艺美院的张老师说，每
到冬季，泡温泉、滑雪是大家挂在嘴
上的旅游项目，往年多有体验，今年
想尝试一下其他的玩法，却发现有
用的出游信息少得可怜。“去哪儿玩，
怎么玩，谁来组织，都毫无头绪。”

旅游资深人士认为，除了旅游
资讯方面的欠缺，冬季出游还面临
配套设施缺位问题。

临沂蒙山旅游区管委负责旅
游促销的陈勇说，作为北方山岳型
景区，要想搞活冬季旅游，让游客
来得了、住得下，要有温泉酒店以
及配套的室内游乐设施，但目前多
数省内山岳景区尚不具备。

开发冬季旅游

须降票价推新品

几年前，青岛崂山风景区曾尝
试在元旦免收门票。但免票后随即
导致“人太多了”。由于担心出现安
全问题，此后就取消了。

“冬季景区门票就是要大降
价，游客图便宜也会出来玩。”山东
嘉华国旅董事长张明说，目前一些
国有景区尽管实行了淡季票价，但
是仍然居高不下，与旺季差别不
大，难令游客产生出游动力。

山东省旅游规划设计研究院
陈国忠院长赞成景区降价引客的
思路，“冬季可观赏性、体验性都
大打折扣，应该拿出全年最低价
格来。”

陈国忠认为，打造培育出山东
独有的冬季旅游产品，政府可以出
台相应政策加以引导，科学合理的
规划设计则应该提前介入。

元旦小长假即将来

临，中间请一天假可以连

休6天，出游也成为一些人

的考虑选项。不过，记者调

查发现，景区闲着，也难见

大降价，火爆的出游景象

几乎不会出现。

高铁开通，便宜列车悄悄取消
铁道部曾表示保留，高铁票价僵化，律师认为应听证下月26日

40天春运启动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7

日电 春运期间全国旅客
发送量预计将达到34 . 07亿
人次，比上年春运实际完
成增长8 . 6%。

发展改革委表示，2013

年春运从1月26日开始至3

月6日结束，共计40天。

景区冬季游客稀少。
（资料片） 乔显佳 摄

京广高铁日前开通，与开通相
伴的，还有争议。铁路部门表示，在
京广高铁开通的同时，原京广线仍
保留183对列车。但很多旅客反映，
21日铁路调图后，类似于武汉到北
京西的Z12/1次、Z78/7次等比较
受欢迎的列车都取消了。

同济大学教授孙章说，与国外
高铁相比，国内高铁最大的缺陷就
是票价僵化。国外高铁定价并不便

宜，但通过周末票、月票、老人票、
学生票等，尽力争取客源。而国内
的高铁有时候宁愿拉着空车跑，也
不愿意将一等座改为二等座。

铁路定价机制的不透明，也被
大多数人一致诟病。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近期铁
路强制险取消后，火车票价相应
下调，每张票最少扣减 0 . 5元。但
是，这一举动却被网友讥讽为太

小气。有人甚至比喻：“好比在长
江里打了个鸡蛋，就敢说请全国
人民喝蛋汤。”

时至今日，高铁的票价构成仍
然让人雾里看花。比如广受争议的
动车专供矿泉水，弄不清楚到底是
铁路赠送的，还是植入了票价里。
虽然有人申请信息公开，但至今没
有一个确切的答复。

铁路的成本也是一笔糊涂账。

在弄清真实成本的基础上，铁路的
定价才有依据。

上海汇业律师事务所律师吴
冬指出，根据相关规定，制定关系
群众切身利益的公用事业价格、公
益性服务价格和自然垄断经营的
商品价格等政府指导价、政府定
价，应当实行定价听证。在公开透
明的基础上，高铁也需要接受听
证。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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