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约回温

十年来首个“五一”长假、大量景区公园

“解禁”、全面实施实名预约……我国旅游行

业终于盼到了疫情发生以来的首场重要战

役，并如约迎来了迅速反弹的旅游需求。

以北京为例，北京市文旅局一级巡视员

周卫民介绍，“五一”期间，北京全市238家等

级景区中恢复开放了126家，恢复占比53%；

402家星级饭店恢复营业226家，占比为56%；

全市6042户星级民俗旅游户，恢复营业1993

家，占比为33%；547家乡村旅游特色业态中，

共有173家恢复营业，占比达32%；699家乡村

精品民宿中恢复营业381家，占比为55%。同

时，北京旅行社也恢复了京内团队游业务，

“五一”假期北京41家旅行社共组织市内旅游

团349个，游客9000人次。

具体来说，“五一”假期，北京全市监测的

重点旅游景区累计接待游客311.6万人次，恢

复到去年同期的35.2%；营业收入2.44亿元，

恢复到去年同期的62%。同时，北京商报记者

还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获悉，5月1日-5日，

北京市属11家公园共接待游客95万人次，日

接待游客量每天持续平稳增长，公园每天的

客流量始终保持在最大承载量的30%以内。

其实，除了北京，全国各地旅游市场都在

“五一”迎来了期盼已久的小高潮。携程相关

负责人表示，今年“五一”，该平台酒店预订同

比增长了175%。同程旅行统计数据显示，在

旅游需求快速反弹的拉动下，“五一”期间全

国交通出行客流量超预期，日均客流量创下

了自春节“黄金周”以来的最高纪录，其中，水

路客运复苏尤为明显，4月30日-5月3日累计

旅客发送量已经达到了去年同期的75.3%。

“五一”旅游供需关系的变化，也推动了

停摆多月的住宿业“一夜回暖”。同程旅行相

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五一”期间，全国各类住

宿设施的平均房价约为405元/间夜，比去年

同期上涨约42%。

京郊游新战场

为深入了解“五一”旅游业供需变化情

况，5月1日-5日，北京商报记者分多路前往北

京中心城区、郊区的多个热门公园、景区、民

宿，探访加速回温的市场一线。

位于中心城区的故宫等景区，相对来说

较为“冷清”。单日预约5000人上线实施后，故

宫内不仅预约激活门票处不用排队，景区内

的重点参观区域、餐饮和文创商店也都没有

太多游客。而在北京动物园，游客阚先生告诉

北京商报记者，整体感觉今年园内游客比往

年同期少了不少，入园甚至都不用排队了。

另一方面，远离中心城区的公园、景区却

在“五一”形成了一波游客接待小高峰。5月1

日上午10点，秦先生一家人早早来到北京欢

乐谷门口，不曾想，入园处已经有不少游客在

这里等待测温、验码。“进入景区后一个小时

左右，内部的人就逐渐多了起来，但全天玩下

来，感觉相比往年‘五一’，客流还是小多了。”

北京欢乐谷相关负责人介绍，“五一”假期首

日，景区接待游客超过8000人次。

而在京郊游热门目的地延庆龙庆峡，不

少市民更是早早就“抵达战场”。5月1日早9

点，北京商报记者与第一批游客一同进入了

延庆龙庆峡景区。记者发现，在网上预订门票

后，游客在入园处不用排队，可刷身份证直接

入内。景区内部，除了百花洞之外，主要区域

已基本恢复开放，乘坐景区摆渡车、游船等设

施，买票后基本不用等待、可直接搭乘。

催生本地游2.0模式

“整体来看，今年‘五一’全国旅游市场的

回温速度确实超出了预期，而在一片向好的

大背景下，旅游业也催生出了一些新特点、新

业态，本地游2.0模式正加速成形。”资深旅游

专家王兴斌指出。

驴妈妈旅游网董事长王小松表示，“五

一”假期成为疫情以来的一个旅游高峰，但由

于出游安全仍是人们外出旅游关注的首要问

题，因此，“五一”期间，大多游客还是选择了

本地游、本省游、周边游，空气流通、视野开阔

的户外景区，以及相对独立、环境优美的高星

酒店、品质民宿，安全性更高、体验感也更好，

所以更受游客青睐。

飞猪相关负责人以北京为例介绍，对比

去年和今年，北京的热门旅游目的地有较大

差别，“去年‘五一’人流量最大的故宫博物

院，今年受限流等因素影响，入园游客下降

明显，取而代之的是京城观山赏水类的公

园、动物园等，反而迎来了更多前来休闲游

玩的游客”。

位于平谷区的北京中信金陵酒店相关工

作人员告诉北京商报记者，考虑到疫情防控

等因素，“五一”期间酒店将最高入住率设定

在总房间数的70%左右，但即便如此，小长假

期间预订基本持续处于爆满状态。

不仅是北京，众信旅游统计数据还显示，

小长假期间，我国的户外生态、房车露营、山

岳观光等类型产品更受欢迎，总体预订量较

清明假期增长显著。同程旅行相关负责人也

表示，“五一”期间，各类户外历史遗迹、山岳、

野生动物园、古镇及各类生态度假区成为居

民周边休闲度假的热门选择，客流量集中在5

月1日和2日两天，客流量分别占整个假期客

流总量的32.5%和33.5%。

新战局鸣锣

值得注意的是，经过了清明假期的热身、

“五一”小长假的回暖，旅游业开始对6月的端

午假期以及后市充满期待。众信旅游相关负

责人预测称，在即将到来的端午假期，旅游消

费市场将会得到进一步的恢复。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户外活动、自驾游

营地等，以休闲为主导的郊区、乡村休闲游

业态将成为下一阶段需求重点释放的领域，

那些宽松的、不扎堆的景区、公园将逐渐成

为主要旅游目的地。”王兴斌提出，当前，由

于景区、公园内的餐饮、旅游商品销售等室

内场所还不能完全恢复，因此，游客普遍会

缩短游览时长、减少园内二次消费，今后，经

营方应就此寻找一些既能确保防控不放松，

又能拓展收入的新渠道，比如针对近期火热

的户外野餐热潮，销售一些卫生有保障的半

成品食品，或者划定、布置一些主题户外野

餐区域等。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

业研究院副教授吴丽云也提出，在当前这一

时期，景区工作的关键还是要恢复游客的信

心，让游客了解景区所采取的安全有效的防

控措施，只有游客对景区有了“安全感”，市场

热度才能逐步、分层恢复。

王兴斌认为，从当前的情况来看，至少在

未来的2-3个月内，全国景区、公园内的集中

式活动仍然会被严格控制，跨省游即使放开

可能也会先从部分区域试行，再逐步推进到

更大的范围内。因此，现阶段旅游企业仍需以

本地游、短程游为主，设计一些符合当前新需

求的产品和线路。

此外，多家OTA负责人也表示，相比往

年，今年“五一”旅游产品的预订显得有些“慢

热”。飞猪方面表示，受疫情影响，“五一”该平

台上旅游产品的搜索热度直到4月9日才开始

逐步走高。在飞猪上，预订北京周边酒店和门

票的用户，在5月1日这一天达到90天来的最

高值。在业内看来，如何通过新型营销手段平

衡、分散客流，增加消费者对于提前规划、预

订旅游产品的信心，也是下阶段各企业需重

点考虑的问题。

北京商报记者 蒋梦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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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游成主力军 北京旅游入账41.8亿
今年旅游业首战告捷。5月5日，文旅部统计数据显示，5月1日-5日，全国共计接待国内游客1.15亿人次，实现国内旅游收

入475.6亿元。而北京市文旅局发布的最新数据也显示，“五一”期间，北京全市接待游客463.3万人次，恢复到去年同期的

55%；旅游总收入41.8亿元，恢复到去年同期的36%。同日，多家OTA、旅行社则进一步根据“五一”期间本企业接受旅游预

订、消费数据估测，5天的假期点燃了以本地游、周边游为代表的地方旅游市场，多地旅游业已现明显复苏迹象。

北京市“五一”旅游相关数据

旅游目的地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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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城商业“报复性”消费面面观
人流如织的商场、依旧爆满的线上订单、排着长队的餐馆……北京“五一”假日市场“报

复性”消费如期而至。这个“五一”假期，北京消费市场由春入夏，消费数据也随之“变暖”。5

月5日，北京市商务局数据显示，北京百家企业“五一”期间销售额39.6亿元，恢复至去年同

期水平的94.1%。商场：客流销售双升

北京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级别下调，“五

一”期间商圈们也随之活跃了起来。北京商报记者走访三

里屯太古里、北京朝阳合生汇、朝阳大悦城、中粮祥云小

镇等商业中心发现，花式促销刺激下，商场客流已经恢复

到了疫情前的水平。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商场中网红店、品牌餐饮、运

动服装等门店已经率先复苏。5月2日下午6点，朝阳合生

汇网红门店KKV的结账等候人数约为五六十人，乐乐茶

现场点单也需要等待1小时以上。为吸引客流，“五一”假

期，不少商场纷纷试水线上消费券、秒杀等优惠活动。朝阳

大悦城向北京商报记者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5日，商

场小程序上已有10.3万人购买了消费券。

此外，“五一”假期的销售额也出现明显增长。来自中

粮祥云小镇的销售数据显示，5月1日当天，商场销售额达

637.3万元，环比4月24日增长432%。这一数字已经达到

去年同期额度的87%之多。从客流来看，5月1日有29775

人到场，环比增长58.4%，恢复到去年同期水平的50.6%。

朝阳大悦城5月1日当天销售额超1800万元，环比4月

24日增长352%，是去年5月1日的80%。当日客流有5.3万

人，环比增长超70%，恢复至去年同期的五成。

物美新街口广场相关负责人向北京商报记者透露，5

月1日-5日的客流达14770人次，约为去年同期的45%，销

售额实现555万元，约为去年同期823万元的67%。另据介

绍，因为参与西城区消费券发放，该商场实现带动消费33万

元，并吸引1104人注册商场会员。

值得关注的是，虽然目前北京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应急响应级别下调为二级，但大部分商场在进出口处依

旧例行测温检查。

作为刚需领域，超市到家业务在疫情期间快速

增长，而“五一”期间，这个势头依然未降，到家业务

订单持续上升。与此同时，在各大品牌超市、便利店

促销活动的刺激下，门店客流也出现了明显提升。

家乐福相关负责人介绍，假期门店客流提升，单

店客流与平日相比提高20%左右。此外，由于天气转

热，饮料类商品销售增长较快，鸡蛋、牛奶等民生商

品受关注。与此同时，到家业务仍保持增长，线上订

单每天可超过1000单，较平日相比增长20%。

华冠超市提供的数据显示，“五一”期间销售额环

比增长20%、交易笔数环比增长15%。其中，生鲜及厨

房调味品牌同比增长最快，线上销售同比增长60%。

“位于购物中心内的门店客流增幅最大，社区店

也有显著增长。”便利蜂相关负责人介绍称，近期销

售增长最快的商品包括软饮，其中矿泉水、碳酸饮料

需求最旺盛；还包括家庭集中采购的面包商品，单笔

订单的购买量较工作日涨幅明显。

超市：到家订单持续增长电商购物多领域渗透，消费热情大涨。宅家人士将

烹饪进行到底、养生休息侍弄花草，外出自驾的玩起亲

子运动。

“五一”假期消费趋势带有明显的“宅”味。淘宝天猫

数据显示，5月1日-3日，生活电器、烹饪用具成交同比增

长分别达196%和89%，家装主材、灯饰分别同比增长

101%和53%。

对于生活节奏快的城市居民来说，休息日也是清洁

日，省时省力的电器成了热销品。京东家电销售数据显

示，除菌、健康、家务型家电在“五一”最受消费者欢迎，洗

衣机、吸尘器、扫地机器人等清洁型家电的成交额环比增

长都超过100%。

整体来看，经过一个“宅”在家的春天，人们的家庭亲

密度明显提升，家庭出游不可少。小长假前期，很多人在

京东平台上搜索“带娃出游神器”，儿童户外玩具成交额

环比4月同期增长290%，家庭自驾游相关消费增长2倍。

夸克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出游的整体搜索量较去

年同比减少，但周边游搜索量增长120%。飞猪的数据更

是证明了周边游的热度，全国游客热门出发地和目的地

城市高度重合，包括上海、杭州和成都。

长假难得，复工复产复学也来之不易。京东平台上，

很多“80后”“90后”在假日读书充电，青春文学、金融与投

资、烹饪与美食类图书在假日前期增长较高，北京地区图

书消费偏向位居榜首。

民以食为天，借着假期犒劳家人的消费者也不在少

数。同比去年“五一”3天假期，北京盒马订单量增长1.5

倍，增幅在5月1日当天达到高峰，增幅较大的为海鲜类，

休闲零食、水果、半成品及烧烤郊游类商品也深受欢迎。

电商：宅消费渗透 电器受青睐

扫码观看超市现场视频扫码观看商场现场视频 扫码观看京郊餐饮现场视频

餐饮消费恢复了往日“烟火气”。北京商报记者

发现，多数门店堂食已经恢复，火锅、茶饮等甚至开

始排队。

以喜茶小程序为例，三里屯店一度订单过多，下

单被暂停。多家店员介绍，今年“五一”假期销量与此前节

假日相比均有所提高，尤其是“堂食销量增加了一倍以

上”。北京商报记者在一家名为“将将”的下午茶门店看

到，堂食座位和楼台区域几乎客满。

为了迎接餐饮消费“小高峰”，不少餐饮品牌推

出了专属活动，如肯德基推出了“五一世界桶”。

不过，北京商报记者在采访中也了解到，一些

门店内由于堂食餐位密度、限客流等条件的影响，虽然

门店客流量增加，但业绩仍难恢复以往。其中，一位小

吃品牌创始人告诉记者，门店销量依旧取决于市场环

境，店内并未出现小高峰，不过街边店的销售还不错，

位于学校周边的店则销量未见明显回暖。

北京商报记者 赵述评 刘卓澜 王维祎 赵驰 郭缤璐

餐饮：堂食客满 下午茶“爆单”

消费总动员“五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