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带货直播到“旅游+生活”

旅行社转型，挑战之下各显其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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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助力，
暑期游持续升温

目前，暑期旅游已经进入高峰期，相
比上半年以本地游、近郊游为主的短期出
游，中长途旅游需求在今年暑期有“报复
性反弹”的态势，这也是旅行社一年中把
握盈利的关键时刻。“上半年基本上没有
营业，5月18日山东跨省游放开之后才慢
慢恢复，目前暑期的长线游我们大概收了
400多人。”济南玉屏国际旅行社负责人周
铁生告诉记者，最近旅行社的接单量明显
增长，情况比2021年同期要好很多，“暑期
旺季，加上这段时间以来各种利好政策措
施的出台，给旅游业带来了很大的激励作
用。”玉屏旅行社主打中老年人客群，预计
8月中旬能够达到收客高峰，西北、东北、
草原、云贵川等目的地是热门之选。

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印发通
知，明确7月1日至31日组织开展全国文化
和旅游企业服务月活动，通过加大政策宣
传解读力度、扎实推进政策落地落实、开
展金融精准对接服务、举办消费助企惠民
活动、建立联系服务企业机制等五个方面
工作，加快推进行业恢复发展。此前，山东
省文化和旅游厅等多部门联合印发了《关
于开展“百亿惠千企”金融支持文化和旅
游产业发展专项行动的通知》，创新性提
出了景区门票质押、经营权质押等文化和
旅游企业新型融资模式，为1000家文化和
旅游企业提供100亿元以上的融资。多项
政策措施助力旅游企业纾困解难，帮助文
旅企业解决燃眉之急，也给旅游从业者提
振了信心。

国家民航局日前公布了暑期初期的
数据，进入暑运以来，7月4日至10日一周
内，客运航班量环比增长12 . 1%，较2021
年同期基本持平，旅客运输量环比增长
13 . 8%。同时，根据携程日前发布的报告
显示，2022年机票暑运搜索指数已追平
2019年；酒旅市场回暖至去年七成，跨省
游酒店占比有望过半；亲子游进入预订高
峰期，亲子酒店预订较疫前增长20%。

截至7月17日，山东省的暑期订单量
环比上周增长近四成，其中酒店订单量环
比上周增长近三成。济南、青岛、烟台、威
海、泰安是较受游客欢迎的目的地城市。
以山东为目的地的跨省跟团游订单量环
比上周增长59%，江苏、北京、上海、广东、
浙江成为最爱游山东的客源地省份，济南
趵突泉景区、青岛德国总督楼旧址博物
馆、青岛啤酒博物馆等成为山东最热门的
旅游景区。

挑战犹存，
老导游遇到新问题

“暑期旅游市场确实升温了，热门景
区非常火爆，但大部分游客是不会选择旅
行社这个渠道的，因此很多同行依然会面
临收不到人的情况。”周铁生说，暑期游的
热闹为旅游从业者带来了喘息机会，但他
们并不能就此从焦虑中走出。

疫情以来，受冲击最大的莫过于高度
依赖人员流动的旅行社组团业务，两年多
以来，旅行社行业因受疫情影响而关停、
员工转行的例子不在少数，与此同时，游
客的旅行需求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坚守下
来的旅行社在困境中艰难求生。周铁生表
示，旅行社转型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目前疫情的风险因素犹存，越来越细分、
多元的市场变化同样不可小觑。“即使没
有疫情，旅行社也正在走下坡路。疫情只
是加速了这个过程，所以旅行社转型是迫
在眉睫的。”

“现存旅行社的真实经营状况其实并
不乐观。”山东国信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董事长张晓国从事旅游行业近三十年，也
是一名金牌“老导游”，疫情以来，他对于

“困境”的感受更加深刻。在济南经十路万
象城寸金寸土的写字楼里，国信旅行社原
本有着200多平方米的办公区域，如今只
剩下三分之一，“受到疫情冲击，旅行社的
传统业务被大规模压缩，租金、物业、水电
都很贵，为了缓解生存压力，我们把旁边
的区域都租出去了。”

“越来越抓不住游客和旅游要素了。
疫情前就是如此，这是旅行社一直以来面
临的最大难题。”张晓国观察到，现在游客
获取信息的渠道越来越丰富，旅游趋向散
客化、小型化，他们的要求也越来越精细
化、多元化。“与传统集中的旅行模式不
同，现在的游客规模小了，客单率提高，但
是单产降低，旅行社的服务成本也高了很
多。”这两年，张晓国带领团队一直探索如
何应对这种变化，也发展各种副业以支撑
生存，“我们推出过单向委托服务，比如单
独的导游讲解，也卖过土特产，但大都效
果平平。”

“夸张一点说，现在‘万物皆旅游资
源’，只要是有特色，就能迅速成为网红
打卡地。旅游的大市场是不会消失的，只
有顺应了游客不断变化的旅游需求才可
以发展下去。”张晓国认为，疫情之后，旅
游业的经营主体会发生变化，会吸纳更
多跨界、跨专业人才进入。“只有创新服
务方式和方法，更加适应不同旅游群体
的旅游要求，才能探索出旅行社良性发展
的新出路。”

积极转型，
立足本地运营私域流量

随着疫情防控的科学化、精准化，旅
游业逐渐复苏，作为其中的一角缩影，旅
行社也在积极探索“活下来”以及转型发
展的路径。

面对种种挑战，菏泽康辉国际旅行社
探索出了“旅游+生活”的新业态，2020年3
月，菏泽康辉国际旅行社与菏泽杨湖酒业
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杨湖酒业原本就是
山东省“工业旅游示范点”，每年接待参观
游客2万多人，双方合作后进行了资源整

合，70名旅行社员工利用自身资源和优
势，一边当讲解员一边当销售员，“两家企
业深度合作后，共同打造文旅融合项目。
我们最大的资源就是员工的私域流量，旅
行社的员工引导老客户前往酒厂参观，完
成客户转化，游客可以在酒厂品酒、体验
酒文化。”菏泽康辉国际旅行社董事长侯
宪会告诉记者，旅行社充分利用旅游人的
思维和优势，在济南、日照、济宁、聊城等
地建立了“运营中心”。此外，杨湖酒厂本
身具有红色基因，大杨湖村因发生过著名
的大杨湖战斗而闻名，电视剧《亮剑》中李
云龙的原型之一王近山将军指挥了该战
斗，这也吸引了一批游客前来参观，感受
红色文化。

除了共同打造文旅融合项目，康辉
旅行社并没有放弃传统业务，“我们对旅
游一直有信心，要以积极的心态来应对
变化。”侯宪会表示，亲子研学也是旅行
社重点拓展的领域之一，文化和旅游部
2016年发布的《研学旅行服务规范》显
示，研学旅行服务承办方为旅行社企业，

“通过近几年的服务经验，旅行社企业已
具备承接研学业务的成熟操作经验和能
力。现在有不少旅行社正在积极向研学拓
展。”

张晓国凭借多年积累的从业经验，自
2021年开始，就带领团队尝试做自媒体，
利用短视频、直播等平台介绍山东文旅资
源，讲济南，讲山水圣人旅游，直播山东各
地美景，很快就聚拢起一批粉丝，如今已

经小有名气了。他还曾参加山东省文化和
旅游厅推出的“好客山东游我来播”的直
播活动，几次直播吸引了几千万人次观
看。

两年多的积极探索，张晓国逐渐摸索
出了转型思路，“要从旅行服务者变成创
意者、策划者，进行更多元的产品开发，
变旅游服务为文旅项目全案策划营销。”
疫情形势好转后，张晓国带领团队开拓
了研学游、公务考察、团建、家庭游等多
种发展空间，现在，国信旅行社的客户群
体以及合作伙伴变得丰富起来，企业、工
厂、学校、街道办事处……合作的事项可
能不尽相同，但都希望可以与他进行文旅
发展的创意合作。

以传统业务为主的旅行社也没有停
下脚步，济南玉屏国际旅行社利用原有
客户群体的“高黏性”，从疫情到现在，一
直保持每周直播，在线上带领游客“云旅
行”；此外，旅行社在产品上更加细分，

“以前我们以几十人的大团为主力，现在
三四人的小团越来越多。”周铁生告诉记
者，针对主力客群中老年人，旅行社开发
了一系列康养类、旅居类的产品，受到了
游客青睐，“拿现在的避暑产品来说，我们
不再是‘上车睡觉、下车打卡拍照’的模
式。客人在旅行期间只住一个酒店，不用
拿着行李四处跑，上午安排游览，下午自
由活动，酒店里还有棋牌室、KTV等休闲
场所，行程不再紧张，对于老年人来说真
正实现轻松度假。”

暑期济南红叶谷景区游客络绎不绝。

一直以来，暑期都是传统旅游旺季，今年夏天，多地放宽跨省游限制，行程码摘星，旅游专列纳入跨省旅游“熔
断”机制……在近期出台的一系列相关助企纾困、消费刺激、疫情精准防控等政策的支撑下，暑期旅游市场热闹起
来，也让期盼已久的旅游从业者等到了“回血”时机。疫情以来，旅游业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击，面对挑战，有人离
开，有人坚守。留下的旅游从业者如何转型？对此，记者采访了处于旅游业一线的旅行社，或许能够从中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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