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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停多时的京城跨省团队游终于按下

了“重启键”。7月20日，在“北京市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北

京市文旅局一级巡视员周卫民宣布，在做好

疫情防控工作的前提下，即日起恢复本市旅

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经营跨省（区、市）旅游

团队及“机票＋酒店”业务。同时，北京还调

整了旅游景区限量措施，全市旅游景区接待

游客量由不得超过最大承载量的30%调至

50%。上述消息一经发布，立即点燃了北京

人的出游热情，部分平台北京游客对相关旅

游产品的搜索量瞬时增长了200%以上。

“终于等到这个令人振奋的好消息了。”

有北京旅行社门店负责人表示，恢复跨省团

队游和“机票＋酒店”业务对于旅游企业来说，

相当于是一个全面复工、全速复苏的信号。

值得注意的是，周卫民强调，恢复本市

跨省（区、市）旅游团队及“机票＋酒店”业务

同时，不开展赴京外中、高风险地区的团队

旅游及“机票＋酒店”业务，不接待国内中、

高风险地区旅游团队来京旅游，不开展赴汛

情严重区域的团队旅游业务。出入境旅游业

务暂不恢复。

此外，在发布会上，周卫民还提及了北

京旅游景区限量措施调整的相关内容，即：

全市旅游景区要继续贯彻落实“限量、预约、

错峰”要求，接待游客量由不得超过最大承

载量的30%调至50%。在严格落实各项防控

措施的前提下，采取预约、限流等方式，开放

旅游景区室内场所等。

跨省团队游“解禁”的消息，不仅点燃了

北京市民的出游热情，也在供给端引发了一

系列的连锁反应。

“消息发布后1小时内，北京游客搜索相

关旅游产品的瞬时搜索量环比同日13-15时

增长了200%以上。”携程相关负责人表示，而

从携程门店的订单情况看，截至7月20日晚6

时，北京游客出游下单的人次比前一日多了

几乎一倍，同时，各地来京游客的旅游订单

量也出现了一波明显增长。该负责人预计，

北京恢复跨省团队游预计将直接或间接拉

动上千亿元的旅游收入。去哪儿网总裁勾志

鹏更直言，在各项政策利好的带动下，目前暑

期游热度已回升至去年八成左右。

勾志鹏介绍，其实，就在7月20日上午，

去哪儿网上由北京应急响应级别调整至三

级带来的新一波旅游产品搜索热潮就已经

蔓延至全国大部分城市。截至7月20日12

时，上海、成都、广州、深圳、昆明、重庆、西

安、杭州、海口和郑州等暑期热门目的地搜

索量较上周同期均有不同程度增长。其中，

上海、成都、广州和昆明四地增长近6倍。

就此，各旅行社、OTA都摩拳擦掌筹

备、上线相关产品。中青旅遨游网市场发展

群总经理助理冯若宾向北京商报记者介绍，

目前该平台已经上线预售了300多条出京

跨省团队游产品，并计划在8月将这类产品

增加至800多条，未来，针对“十一”假期、春

节进一步将相关产品供给规模扩充至3000

条、1万条。此外，目前多家旅游企业都在规

划制定跨省团队游相关游客安全保障措施。

“根据规划，未来我们的出京跨省游团队中

如果出现确诊人员，全团将根据当地卫生防

疫部门要求进行入院治疗和隔离观察，配合

相关部门安排并中止行程、退还全部旅游团

费。”冯若宾告诉北京商报记者。

“这一次，跨省团队游恢复后，不能再按

照过去的模式进行，改变是必然的。”神舟国

旅集团门市总经理刘玉松告诉北京商报记

者，受疫情影响，游客消费心理及倾向都发

生了一些变化。从出行目的地来看，比起人

挤人的传统景区、热门室内景区，游客开始

更倾向于户外景点以及自然生态景观。出行

的主要目的也由观赏景致、了解历史文化变

为放松心情、缓解压力、享受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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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当前，游客

的消费心理确实与疫情之前存在较大差异，

未来疫情逐渐向好后很可能再次产生变化。

不过，吴丽云也提出，尽管北京的跨省团队游

重新放开，但还受各方面影响，无论是团队规

模还是业务总量在短期内可能不会出现暴

涨的情况。 北京商报记者 赵述评 郭缤璐
刘卓澜 蒋梦惟 杨卉

应急响应级别下调三级的

首日， 北京商业已蓄势待发。7

月20日， 北京商报记者走访多

个商圈看到，商场、餐厅客流逐

步回升，促销活动就绪，北京也

将重启消费季。同日，北京市文

旅局宣布， 即日起恢复本市旅

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经营跨省

（区、市）旅游团队及“机票＋酒

店”业务。实际上，面对疫情下

的经营特点， 北京商家早已熟

练掌握常态化疫情防控基础上

如何平稳运营，而当下，如何释

放消费潜力， 提振业绩成为了

商家们的首要大事。

旅游：跨省游解禁 市内景区承载量上调

餐饮：网红店排队 客流恢复八成

在应急响应级别下调三级后的第一

天，北京多数商圈都显得格外活跃，客流

不少。北京商报记者分别走访三里屯太古

里、朝阳合生汇、崇文门新世界百货及国

瑞城等区域看到，即便在周一的工作日时

段，商场内都有很多顾客。

中午12时左右，朝阳合生汇21区

BLOCK有不少学生群体和年轻消费者就

餐，甚至还有一些门店在排队。

如新■師兄冰室需要排队取号，等位

时间需40分钟。下午1时左右，三里屯太古

里北区OURBakery几乎满座，南区的喜茶

外也有不少消费者排队购买。同时，三里屯

太古里新开的AppleStore内外均有不少

消费者围观。下午2时左右，北京商报记者

从崇文门店线上下单，等待时长达半小时。

根据朝阳大悦城提供的数据显示，6

月疫情波动后，该商场客流下滑明显，自

进入7月以来，客流持续回升，上周客流已

恢复至去年同期的六成左右，但距疫情反

复前的七成还有所差距。朝阳大悦城相关

负责人表示，预计“降级”后能够带动商场

客流进一步回升。

餐饮作为商圈与商场的主要引流利

器，在北京疫情反复期间，客流也曾出现

断崖式下跌。不过，在7月20日的“降级”首

日，绝大多数餐饮门店的客流都十分喜

人。北京商报记者走访多家餐饮店看到，

不少门店都在排队，客流量、销售量也明

显回升。如在萃华楼、海底捞、喜茶门店内，

堂食顾客明显增多。

比格比萨创始人赵志强对北京商报

记者表示，从前天开始，客流已经恢复到

日常的八成左右，再加上这两天高考、中

考结束，随着疫情好转，消费者的到店消

费热情明显上升。

此前曾经明显遭遇断崖式客流下滑

的日料门店，如今也逐渐恢复。据记者了

解，其中将太无二、江户前寿司等日料店

的三文鱼等产品已重新上架。将太无二门

店前贴出了食品安全声明，称严控食材直

配渠道直送总部配送中心，不经市场流

通，三文鱼食材自机场提货直送总部。

不过，相对于其他餐饮品类，日料店的

经营回暖还不够明显。江户前寿司创始人

姜炳升告诉北京商报记者，门店经营情况

有所好转，但不明显，消费者对日料消费还

是相对谨慎。

中国烹饪协会则认为，加强疫情防控

仍是这一阶段的工作重点。餐饮企业要坚

持将各项防疫工作常态化，重点排查生

鲜、冷冻猪肉、牛肉、羊肉、鸡鸭肉等畜禽

类、水产品及其制品等品种，专业冷冻冷

藏库房等重点部位的食品安全风险隐患。

高度重视前厅及后厨环境的清洁消毒，履

行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加强重点环节食品

安全自查。

（数据来源：北京市统计局）

应急响应降级 北京消费蓄势待发
【北京市消费者信心指数变化 】

2019年四季度

119.3
2020年一季度

118.7
2020年二季度

118

【 北京市上半年社零额变化 】

社零额（亿元）
同比涨幅（%）

1-2月 1861.9
-17.9

3月
854.6-28.3

4月 1044.2
-17.2

5月 1044.2
-9.3

6月 1235.7-8.2

朝阳大悦城

恢复至去年同期的6成
比格比萨

恢复至日常的8成
Apple三里屯店

预约等待30分钟

新■師兄冰室

等位需要40分钟

将太无二

三文鱼重新上架

江户前寿司

三文鱼重新上架

北京来福士Cinker影院

已复工暂未开业

【 北京游客跨省游恢复情况 】

北京旅游业复苏影响全国旅游市场：截至7月20日12
时，上海、成都、广州等暑期热门目的地搜索量较7月
13日相比均有不同程度增长，上海、成都、广州和昆

明四地增长近6倍。

北京跨省团队游恢复消息发布后
1小时内， 北京游客旅游产品搜

索量瞬时增长200%以上。

北京游客跨省跟团游更
倾向于自驾游、 亲子游、
私家团、精品小团、情侣
游、老年游等主题游。

火车票预订：北京至天津、郑州、上
海、石家庄、济南、太原、廊坊、保
定、张家口、南京等地的火车票预
订量涨幅最高。

（数据来源：携程、去哪儿网、驴妈妈旅游网等旅游企业）

商场：营销活动就绪 消费季重启

一面是“降级”初期防控不敢松懈，一

面是商场已安排上本周末的户外市集、夏

夜弹唱会。

北京商报记者走访时看到，朝阳合生

汇、三里屯太古里、国瑞城等商场的重要进

口处均需要使用“北京健康宝”扫码登记和

测温才可进场。在餐厅内，服务人员依旧

安排专人对就餐人员检测体温、核实“北

京健康宝”信息，并控制人流密度和就餐

人数，拉开桌位间距。因此，店外等候的顾

客也不少。

商场内的影院何时复工，这成为北京

消费者的关注热点。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

目前北京来福士Cinker影院已经复工并

筹备开业工作。北京来福士Cinker影院相

关负责人表示，影院严格执行网络实名预

约售票、每场上座率不超过30%、不售卖零

食和饮料、影厅内禁止饮食、合理安排场

次，稳妥有序推进电影院恢复开放。目前，

影院具体开业日期尚未确定。

在防控基础上，品牌商家已经在产

品、场景、渠道上进行升级创新，为消费重

启做准备。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不少餐

饮门店推出促销、直播活动，还有门店更

新菜单，出招“揽客”。此前，老字号品牌东

来顺根据商圈和消费群特点，在北京王府

井apm总店推出了自助火锅，仅在周一至

周五午餐时段供应。比格比萨则不定时发

起直播互动，介绍新品、优惠。赵志强表

示，接下来将重点做好消费者体验和营销

引流。

对于商场方的引流出招，朝阳大悦城

将在本周末启动暑期促销，包含满额返以

及餐饮团购，计划持续到8月中旬。同时计

划本周末启动户外市集、夏夜弹唱会、即兴

喜剧趴、运动课堂等现场体验活动。

在餐饮业内人士看来，北京疫情波动

对流动人口商圈影响比较明显，如办公商

圈、商业商圈等。因此，未来一段时间内，引

流、吸粉、促销等举措将是北京餐饮企业必

然要做的努力。

与北京“降级”同步，北京消费季也将

全面重启。

据北京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透露，在

重启北京消费季活动方面，以激活消费潜

力为主线，以促进新消费22条政策为抓手，

立足京彩、京券、京品、京味、京韵、京炫六

大活动板块，充分利用暑期、国庆、“双11”、

“双12”、跨年等节点，以及夜经济、直播带

货、冰雪运动等消费热点，做到“周周有活

动、月月有亮点”，努力稳住消费基本盘。

朝阳大悦城相关负责人向北京商报记

者表示，朝阳大悦城后续计划把握复苏节

点，以一系列促销与推广活动，吸引更广泛

的客群到店。9月将是朝阳大悦城十周年

店庆，计划在疫情防控稳定前提下，乘势追

回客流与销售。

北京商业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赖阳表

示，疫情给北京商业发展带来了不确定性，

各大商业企业促进市场回暖和消费回升，

释放消费潜力，应主要瞄准本市消费者。同

时，瞄准本地消费带动外部消费并不仅仅

是此次疫情下需要提倡的发展方向。此外，

各大商业项目和餐饮企业也应加强体验消

费、文化消费的布局，抓住本地消费群体，

提升消费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