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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粥”到底该咋过
专家称旅游业应从“观光”转“休闲”

“十一”黄金周，道路拥堵、景区
爆棚再次成为全民“吐槽”热点，
最长的公休假期不但不能让
人们闲适出游，反而愈发身
心疲惫，一些群众戏称黄金
周俨然已经成为“黄金粥”。

如何才能舒适度假？景
区逢假必堵的现象为何会发
生 ？ 有 没 有 另 类 的 度 假 方
式？……在此，读者和记者阐述了
不同观点，专家亦从专业领域给予了
建言。

“目前景区游线路设计不合理、产品创新不
足、盈利模式单一、基础设施薄弱等问题严重，根
本无法满足游客多样化、差异化的旅游需求。”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
“政府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在协调、规划、

立法和投资等方面履行职能，为国民提供休闲娱
乐的机会和必要的条件，积极引导百姓健康的休闲
旅游观念。”

——宁夏中国国际旅行社副总经理李岩松

节假日旅游市场繁荣原本是符合
经济规律的正常现象，可近几年黄金
周各大景区爆棚、游客滞留的现象频
发，旅游也成为一种“打仗式”的糟
糕体验。

“十一”期间，各大景区游客接
待量普遍创新高，“爆棚”“拥堵”

“滞留”依旧是旅游关键词。2 日，
杭州西湖风景区各个景点累计客流量
达100.89万人次，西湖景区单日游客
量首次破百万；故宫游客接待量超过
17 万人次，超过测算的游客量上限
一倍多。

全国假日办的统计数
据显示，黄金周期间，全国各大

景区游客接待量较去年普遍上涨，纳
入监测的125个直报景区单日接待游
客最高达623.11万人次。

网友也编出各种段子调侃拥堵
“盛况”：“法海都被挤到西湖里去
了”“故宫人山人海，长城不分内
外”“黄金周各大景区免费上演大片
《人》”等。

景区游客在超出有效接待量之
后，游客的实际游玩时间大大缩短，
多数时间都浪费在排队上。记者在宁
夏部分景区采访也深有体会，购票排
队 40分钟、玩项目排队等待 30分钟，
上厕所排队等待15分钟，返程排队等
待 50分钟……所有程序无一能逃过
排队，不时还有游客因插队而起冲突，
如此“遭罪”旅游何谈休闲。

景区人满为患，游客滞留的情况
就难免发生。2日下午，四川九寨沟
景区发生大规模游客滞留事件，上下
山通道陷入瘫痪，不少游客开始往售
票处聚集，要求退票和赔偿，现场一
度陷入混乱。尽管后来景区及时采取
了疏导、退
票等措施，
但 恐 怕 此
行留给游
客的是心
力 交
瘁

多于美景
记忆。

□现状
长假旅游
变“遭罪游”

当前，我国旅游业已进入
大众化、产业化发展的新阶段，
大众旅游消费需求持续增长，
国内旅游市场规模已排名全球
第一。如此庞大的市场是否注
定了景区“逢节必堵”的现状？

业内人士认为，景区爆棚
并非是正常表象，而是折射出
我国旅游产业长期以来发展滞
后的状态，包括休假体系不健
全、旅游产品开发不合理、旅游
机构管理不完善等问题，而消
费的过度集中使落后的产业发
展现状和民众快速增长的旅游
需求之间的矛盾公开化。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
分析认为，“黄金周”现象从根
本上说明我国旅游业还停留在
传统的观光型阶段，尚未进入

“休闲时代”。
业界对休闲度假旅游的定

义是“注重内心感受，享受旅游
过程中的轻松、愉快和舒适的
状态”，而当前节假日旅游带来

的感受离“休闲”相去甚远。
“随着居民收入的增加和

消费水平的提高，对旅游的需
求逐渐由偶尔转为常态，由观
光转为休闲体验，但目前景区
游线路设计不合理、产品创新
不足、盈利模式单一、基础设施
薄弱等问题严重，根本无法满
足游客多样化、差异化的旅游
需求。”戴斌说。

景区的不科学管理也加剧
了节假日景区拥堵现象。虽然
刚实施的旅游法对景区最大承
载量、游客流量控制等方面都
作出规定，但从今年“十一”黄
金周的情况看，多数景区依然
超载接客，并未采取相应的预
警和通报措施。

专家认为，当有限的旅游
资源承载过多的游客，个人花
钱购买的旅游体验价值就会大
打折扣，而这在很大程度上缘
于景区对门票经济的过度依赖
和管理上的疏漏。

□观点
由观光转为休闲体验

专家认为，要改变我国节假
日旅游产品严重供不应求、景区
爆棚等旅游“顽疾”，需要合理开
发旅游资源，健全带薪休假制
度，推动旅游产业由单纯的观光
型向观光、休闲、体验式旅游多
元化发展。

戴斌说，首先要明确休闲旅
游应建立在大多数人的休闲需
求之上，在产
品开

发上要充分
利用现有的
城乡旅游资
源，创新经营
管理模式，重

点 要 做
好 旅

游

资源的整合以及交通、住宿、消
费等配套设施的建设和完善。

休闲旅游和传统观光旅游
的差异点就是观光旅游要见山
见景，而休闲旅游要见人见生
活。“因此一个地方要成功发展
休闲旅游，就要将当地的民俗、
生活、文化充分融入旅游产品
中。只有政府、旅游服务机构、游
客共同努力，才能开发出理性的
旅游休闲模式。”戴斌说。

事实上，从设立中国旅游
日、制定《国民旅游休闲纲要》，
到出台旅游法，国家已逐步在引
导居民的休闲旅游心态和休闲
旅游发展方向。

“政府必须承担相应的责
任，在协调、规划、立法和投资等
方面履行职能，为国民提供休闲
娱乐的机会和必要的条件，积极
引导百姓健康的休闲旅游观
念。”宁夏中国国际旅行社副总
经理李岩松说。

要真正实现休闲旅游，还必
须落实带薪休假政策。专家认
为，只有当个人有了可自由支配
的假期，才能安排个性化的休闲
体验，减少公休节假日集中出
游。

□建言
应协调规划立法投资

有专家认为，“黄金粥”
的尴尬现状，是公众渴求休
闲度假的表现，其背后存在
着生活水平提高、带薪休假
制度难以落实等系列因素，
呼唤着有关方面适时调整黄
金周格局。

从 2008年开始，我国取
消了“五一”长假，休假模
式由以前的 3 个“黄金周”
变为 2 个“黄金周”＋5 个

“小长假”。然而，春节过
后，要一直到“十一”才能
再有一个“黄金周”，跨度长
达八九个月，出省、出市旅
游的等待太漫长，也是造成

“十一”黄金周人满为患的重
要原因。因此，适时调整目
前的黄金周格局成为当务之
急。

当前，公众对于恢复
“五一”黄金周的呼声很强
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群
众对黄金周的渴望。这些呼
声，值得有关部门加以重视
和论证，加快制度革新的步
伐和科学化程度。同时，好

的制度能够尽可能释放我国
旅游业发展红利，推动旅游
消费的转型升级。

当前正值全面贯彻国务
院公布的《国民旅游休闲纲
要》 和旅游法的关键时期，
这些文件都强调了普通公民
的旅游休闲福利。然而，当
下能享受带薪休假的职工，
大多集中在机关和国有企事
业单位；而大量劳动密集型
企业、个体私企的员工，因
无法享受带薪休假，外出旅
游计划不得不集中安排在小
长假或“黄金周”。因此，推
动带薪休假制度的落实既是
保障公民权利的重要举措，
也是缓解黄金周客流爆满的
重要手段和关键一招。

“黄金粥”即将度过。每
个人的过节方式不同，除了
自驾游和景点游外，越来越
多的年轻人选择了新的过节
方式，例如和陌生人“约
会”，同样也有人远离“人
海”，选择在家静心读书。

可适时调整假期格局

相亲旅游

大学同学一到长假各有
各的活动。大学生小张说，
现在一些旅行社和婚介所搞
起了“强强联合”，专门组织
有相亲意愿的大学生去外地
旅游。她认为，“学生的情感
比较单纯，彼此间会有很多
共同的话题，可以交到更多
的朋友，或许还能摩擦出爱
的‘火花’”。

更多的大学生则选择自
己组织，和陌生人一起旅
游、野餐。学生小韩就在网
络上发帖子，征集“驴友”，

“发帖后，有很多人都联系
我，我们结伴而行，一路上
聊着各自学校发生的不同
事，很有趣”。

共献爱心

黄金周期间，一些年轻
人走出“小家”去为“大
家”献爱心，而“同好者”
中不乏陌生人。小许是一家
公司的白领小姐，他们公司
的年轻人一直在照顾一位瘫

痪在床的老伯伯，小许在博
客中曾把他们的活动告诉其
他网友。有几个网友一直想
加入他们的队伍，但苦于平
时大家能碰头的时间不多，
放长假是个好机会，就这
样，素未谋面但都有着善良
的心的年轻人在一位长者的
病床前欢聚了。“老伯伯说谢
谢我们，其实我们该谢谢
他，因为他，我认识了更多
的好心人。”小许说。

回归田园

潘灿是一名实习记者，
作为职场新人的他背井离
乡，几个月来一直在报社工
作，从未踏进家门半步。利
用这个十一小长假，他回到
家中，选择与父母团聚。

对于农家来说，黄金周
乃是一个收获的季节，田里
的红薯熟了。

在家中，他与家人一
起，扛起铁锹，到田间挖红
薯，每天将自己搞得脏兮兮
的，心中却是满满的欢乐。

（据京华时报）

□读者说

十一景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