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城文化带
发力休闲游 欲破留客难题

长城之于北京，是旅游标志亦

是文化符号，但此前多年对于广大

游客来说，长城更像是“北京一日

游”行程中的打卡地，一个只要看过

爬过就算到过的京城景点。

其实，近年来，北京的各长城景

区为扭转自身“一爬了之”的角色定

位可谓煞费苦心，其中，司马台长城

和古北水镇这对CP又是其中比较

特殊的一组。

“相比北京其他长城景区来说，

司马台长城着实因与古北水镇相连

而‘存在感’满满，也正因如此，在延

长留客时间上，司马台长城有着天

生的优势。”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副教授

吴丽云表示。

北京古北水镇旅游有限公司副

总裁金林生也告诉北京商报记者，

平均来看，基本古北水镇每天都会

将30%-40%的游客“带到”司马台

长城之上，近期，北京疫情防控形势

持续向好，在古北水镇景区客流触

底反弹的同时，司马台长城的游客

接待量也出现了稳步回温之势。

也正因此，司马台的“留客方

案”相对来说会更加讲究与古北水

镇的联动。换言之，游客在古北水镇

停留时间长了，自然也就会在司马

台长城游玩更久。

而在这一过程中，夜经济系列

活动被金林生当作了一项最重要的

留客“筹码”。“目前，京郊游市场逐

步复苏，古北水镇也陆续重启了夜

间游船、夜间集市等活动，与原有的

水舞秀和夜游长城形成了一套完整

的‘司马台+古北’夜游线路。”金林

生告诉北京商报记者，当夜幕即将

降临之时，游客可在司马台长城上

欣赏落日以及长城点灯的过程，然

后下山前往水镇中欣赏水舞秀、乘

坐夜间游船……玩累了还可以在夜

间集市点上一份宵夜，或是在深夜

食堂和美食街上寻找一份深夜中的

美食慰藉。

其实，金林生对于“司马台+古

北”夜经济的算盘远不止于此。在他

看来，要想充分发挥长城文化带对

于旅游市场的带动效应，光讲故事、

没有产品支撑还是远远不够的。“目

前，司马台长城虽然开展了夜游活

动，但基本仍属于观光游览的范畴，

如果未来能够进一步开发长城周边

资源，比如在长城脚下举办长期固

定的夜间演艺活动，或许能进一步

延长游客在长城及周边的逗留时

间。”不过，金林生也表示，如何在开

发新产品的同时，确保长城文物保

护的底线不放松，确实是一个需要

“从长计议”的重要课题。

在吴丽云看来，虽然司马台长

城有古北水镇作为支撑，整个区域

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从简单的观光

向休闲度假转型，但不可否认，对

于大多数游客来说，古北水镇和司

马台长城之间的融合并不算充

分，二者更像是两条平行线，互相

仍有较大的借力空间。吴丽云表

示，如果司马台和古北水镇想要

将双方组团形成的物理效应变为

化学效应，可以从夜间产品入手做

一些深度关联开发，就像乌镇的戏

剧节一样，古北水镇利用长城元素

开发一些品牌活动，率先树立起北

京的长城文化旅游节庆IP，实现

1+1大于2的效果。

“长城+小镇”组CP

其实，说起休闲度假旅游，怀

柔一直走在京郊游的前列，今年

受疫情影响，作为怀柔区内的两

大长城———慕田峪长城和黄花

城水长城也明显受到冲击，在此

情况下，传统观光游客数量骤

降，而处于长城文化带的两大长

城景区也开始围绕本地休闲游

做起了文章。

一直以来，入境游客和团队游

客是慕田峪长城的主要客源，今

年以来受疫情影响严重，造成游

客大幅下降，由此也让慕田峪长

城开始在本地游客身上寻找商

机。慕田峪长城旅游服务有限公

司常务副总经理罗星表示，慕田

峪长城有40%都是外国游客，由于

疫情，外国游客入境人数很少，加

上之前跨省跟团游暂停，实际上

今年疫情对景区本身影响很大。最

少的时候，景区只有100多人，而

周末也仅有一两千名游客。在此

情况下，只能通过增加本地游客、

挖掘本地消费的方式，以尽量弥

补入境游客不足带来的损失。

“针对现在北京本地客群情

况，我们也调整了营销策略，更精

准地向本地游客做一些宣传。以前

我们做了很多线下的活动，比如

‘元旦观日出’、啤酒节、文创大赛

等，还有一些体育健身方面的活动

如越野跑、马拉松等。”罗星说。

深耕本地休闲游

一句“不到长城非
好汉”，让长城成为无数
旅游者心中必去的观光
地， 然而在今年受疫情
影响、 入境和外埠游客
锐减的情况下， 如何让
长城摆脱观光游的标
签，摆脱门票依赖，延长
游客停留时间， 促进旅
游消费， 也成为长城景
区和旅游经营者们需要
思考的问题。

T08 2020/ 8/ 4
北京商报
BEIJING�BUSINESS�TODAY 三个文化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