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一季度景区仍然经历着寒冬。5月9日，北京商报记者梳理发现，15家上市景

区中，仅有2家一季度实现盈利，大部分景区一季度净利润甚至同比下降超100%，景区

的寒冬俨然还未过去。在业内人士看来，一季度由于全国疫情多点散发，跨省游停摆，

各景区均受到了较大影响，接下来希望疫情能够早日过去，景区也能够结合自身发展

制定“因景制宜”的恢复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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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季度仅2家景区盈利 云游还不是解药

《风起陇西》吹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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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客流急转直下

根据黄山旅游发布的2022年一季度报

告，报告期内，黄山旅游实现营收1.29亿

元，同比下降12.0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亏损8369.97万元。无独有

偶，张家界一季度的业绩也并不理想。据

张家界2022年一季度财报，公司净利润

亏损6203.60万元，同比下降96.2%。同样

业绩不佳的还有桂林旅游，根据其财报，该

企业一季度实现营收2221.92万元，同比下

降44.85%；净亏损达7131.51万元，同比下

降30.37%。

就部分景区一季度接待游客人数来看，

因疫情影响，景区仍处于艰难时刻。据黄山旅

游2022年一季度财报指出，一季度黄山景区

累计接待进山人数为20.51万人，同比下降

34.88%。其中1-2月份接待进山人数为17.08

万人，同比增加27.96%；而3月受疫情影响，接

待进山人数为3.42万人，同比下降81.13%。显

然，受疫情影响，跨省游的停滞也给景区的经

营带来了不利因素。

整体来看，在15家上市景区中，一季度

仅峨眉山A和三峡旅游两家企业实现盈

利，疫情的变化对于景区企业的冲击可谓

之大。

此外，根据国内旅游抽样调查统计结果，

2022年一季度，国内旅游总人次8.3亿，比去

年同期减少1.94亿，下降19%。国内旅游收入

（旅游总消费）0.7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

0.03万亿元，增长4%。

在业内人士看来，今年一季度对于大部

分旅游景区来说是个非常艰难的“开头”，旅

游业整体经营状态受疫情影响严重，预计接

下来的二季度，全国旅游景区也会或多或少

受到疫情影响。

线上云游成新战场

游客量急剧减少，进而导致以门票、索道

等设施为主要收入的传统景区业绩受到较大

影响，基于这种情况，各景区也在想办法转

型，转向线上“战场”。

某上市景区相关工作人员告诉北京商报

记者：“我们景区的索道、酒店等都有在直播

平台做相应的直播，并推出了景区云游系列

以及酒店外送系列。直播基本每天都有，游客

的反响也比较好。”

北京商报记者在某直播平台上看到，黄

山旅游、九华旅游、湖南张家界天门山等景区

均做过直播，还有部分景区企业上线了景区

相关文创产品、住宿商品，在平台上进行售

卖。经常观看景区直播的任先生表示：“我觉

得线上云游景区这个方式是很有必要的。现

在由于疫情的影响，出趟远门很不方便，但是

通过直播，足不出户就可以欣赏到全国各地

优美的风景，非常方便。不仅过了眼瘾，我还

会在某些重要节日的时候购买一些祈福的文

创商品，图个吉利。”

“如果可以增加一项虚拟体验或者3D体

验就更好了，可以完全置身其中，获得更好的

云游体验。”任先生还进一步说道。

其实，不仅仅是布局直播，一些景区还在

数字产品上下足了功夫。前不久，泰山景区

发布的限量数字藏品“泰山神启跸图·十八

学士”上线仅6分钟就售罄；大唐盛世系列主

题数字藏品“大唐不夜城·诗仙李白-莫使金

樽空对月”，在开售3分钟内，销量便达到300

多份。

还有从业者认为，景区在入局数字藏品

的同时，也获得了大批“粉丝”关注，而景区也

通过这种方式来增加消费者黏性，通过这些，

线上探索也不断成为传统景区新的关注点。

“不过如何通过线上变现，也是当下这些

景区需要考虑的问题，毕竟云游不能够直接

产生门票收益。”业内人士还说道。

开源难转向节流

在开发云游的同时，如何开源节流是景

区眼下的当务之急。“景区业绩根本的好转还

需要等待疫情基本过去以后，人们亲自出来

到景区游览才能够真正的解决问题，目前企

业所采取的措施也只是在缓解因疫情而产生

的经营压力。”资深旅游专家王兴斌谈道，各

地政府可以根据本地疫情的实际情况，来制

定本地景区接待游客上限的政策，在加强健

康监测的情况下减少不必要的限制，使健康

的游客可以到景区旅游，使大部分景区还能

够存活下来。从景区本身来讲，可以采取减少

开支等措施来减轻自身入不敷出的状况。

在谈及景区未来发展的方向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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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不见得是景区未来发展的

一个重要方向，并且把线上变现，其实对景区

来说也很难。景区未来应牢牢把握不断变化的

消费市场的需求，慢慢地把观光产品向休闲度

假产品做转变。另外，如何在景区范围之内去

开发更多具有参与性、体验性、增值性的产品

和服务是景区重要的发展方向之一，让游客来

到景区之后能够得到更好的体验。

据了解，当前一些景区已经在考虑未来的

发展，开始尝试做一些调整和布局。根据黄山

旅游2021年度报告，黄山旅游将徽菜业务从原

酒店业务剥离，新设徽菜业务，该业务板块的

毛利率为29.63%，仅次于索道及缆车业务。另

外，三特索道方面也在推出新的产品业态。

据了解，三特索道旗下东湖海洋乐园全

新打造的“冰雪大世界”上线，由冰块搭建而

成，纯手工雕刻真冰，并引进了极地狼、北极

狐、雪■等动物，受到了游客热捧。显然，在当

下艰难的时期，各景区也在奋力向前，积极探

索新的增量。

“转型也不能盲目。有时候确实会有很多

新的风口，但并不一定就是真正适合自己的

风口。不管在任何时候，景区还是要牢牢把握

消费市场的基本面，找到适合自身的商业逻

辑，围绕消费需求去做变革是更有价值的。最

终还是希望疫情能够早点过去，旅游企业能

够恢复正常经营。”吴丽云还谈道。

北京商报记者关子辰吴其芸

由同名小说改编，又有陈坤、白宇、聂远、

常远等多位演员出演的电视剧《风起陇西》，

自开播以来便受到外界关注，并在当下渐渐

进入收官期。然而，纵观播出过程可以发现，

这部星光熠熠的电视剧却在开播后收视平

平，不仅据灯塔专业版显示，《风起陇西》的全

网正片播放市占率只在第五名左右徘徊，另

据酷云数据显示，该剧的电视直播关注度则

时常在五名开外。这也令人们好奇，这部备受

期待的电视剧究竟缺在了哪儿？

以天下三分、烽火四起为背景的古装谍

战剧《风起陇西》，一直是业内的焦点，不仅

是因该剧根据作家马伯庸于2006年创作的

同名小说改编而成，也与该剧汇聚了陈坤、

白宇、聂远、常远、杨颖、孙怡、尹铸胜、王骁

等一众演员而星光熠熠密不可分。然而，《风

起陇西》开播后，虽依旧受到瞩目并有着较

高的热度，但收视情况却表现平平。

据灯塔专业版显示，《风起陇西》开播以

来，截至5月9日，单日舆情热度曾11次登上

日冠，但若是从全网正片播放市占率来看，

该剧则时常在第五名左右徘徊，不敌同日上

线的悬疑刑侦剧《重生之门》，也落后于此前

开播的古装剧《且试天下》。

而在电视播放端，《风起陇西》的收视情

况也未形成强劲之势。据酷云EyE电视直播

历史数据显示，《风起陇西》开播后的直播关

注度时常在五名开外，大多时间在第七位左

右徘徊，排名最高时也仅排在第五位。

随着现阶段《风起陇西》已渐渐进入收

官期，在业内人士看来，后期该剧若想再次

提升收视也将有着更大的难度。电视评论人

孙禹表示，虽然影视剧在收官时往往会迎来

一波热度上升，但大多情况下是在此前播出

时的基础上有所上升，很难脱离原先的收视

表现直接破档次提升。

现阶段，《风起陇西》的评分也已陆续析

出。在豆瓣电影上，截至5月9日18时，《风起

陇西》的评分为7.9分，其中五星评分占比达

到30%，四星评分占比则为43.8%，三星及以

下评分占比不足三成。

尽管《风起陇西》的整体评分在当下播

出的新剧中处于前列，但观众对该剧仍表达

出不同的评价。有声音认为，《风起陇西》的

演员演技在线，将三国时期的故事用谍战这

样的一种形式进行了表达，存在创新之处。

但也有另一部分声音认为，该剧虽然有一个

新奇的背景故事设定点，但在剧情和人物角

色的设计上却未能将这新奇之处展现出来，

反而显得不够饱满，同时对该剧的台词设计

表达出质疑。

“如今的电视剧不能满足所有观众的喜

好。”孙禹表示，不同的观众对于剧集的需求

与标准是不同的，一部影视剧无法去迎合以

上所有要求，因此都需要依据实际情况来寻

找目标受众群，并在此基础上尽量延展，评

价不一也是正常现象。且与其他风格更偏向

于轻松化的剧集不同，《风起陇西》放在三国

背景之下，融合谍战元素，这样另辟蹊径的

设计在被部分观众接受的同时，也会有另一

部分观众呈现出不理解等诸如此类的相反

评价。

按照《风起陇西》此前公开的播出计划，

十天后，视频平台非会员也将迎来大结局，

至此剧集正式收官。而据微博平台的数据显

示，《风起陇西》当下不时仍有相关剧集话题

登上热搜榜，而“风起陇西”“风起陇西大结

局”等多个话题的阅读量均已破亿次。

纵观今年以来播出的影视剧，此前期待

颇高、播出后效果平平的情况，与此前期待

值相对平缓、播出后热度超出预期的情况，

均兼而有之。在业内人士看来，除了与作品

的创作是否能达到观众预期有关以外，也证

明着市场在变化中，需要抓住观众及市场的

新动态与新需求。

在孙禹看来，虽然影视剧成为爆款会带

来较好的收益，也能让相关创作团队在今后

的项目创作中积攒一定资源，但并不意味着

所有作品均要达到“爆款”这一目标，更关键

的还是要先赢得目标受众群的认可，实现效

果最大化，这才是作品需要最先重视的领

域，如若能在此之外收获更多认可，则是锦

上添花。

北京商报记者郑蕊

部分上市景区2022年一季度业绩一览表

三特索道 丽江股份 张家界 宋城演艺 九华旅游 *ST西域 云南旅游 桂林旅游

营收（单位：亿元）

同比

0.58

-34.25%

0.22
0.050.1

0.42

-42.31% -62.86% -72.16% -19.48% -44.85%-13.03%-48.34%

5月9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关于《全国

护理事业发展规划（2021-2025年）》（以下简

称《规划》）的通知称，护理工作是卫生健康事

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

设、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具有重要意义。《规

划》从完善护理服务体系、加强护士队伍建设

等七点出发明确了主要任务。业内人士告诉

北京商报记者，目前护理产业存在人才缺口

大、服务能力有待提升等痛点。随着国家发文

引导，行业有望迎来高质量发展。

护理服务人员供需失衡

为适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和

经济社会发展对护理事业发展的新要求，国

家卫健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

标纲要》等要求，制定上述《规划》并提出有关

发展目标。

目前，我国养老护理服务人员队伍存在供

需失衡、结构失调等痛点。某医养企业相关负

责人告诉北京商报记者，我国目前有2.64亿老

年人，其中约4000万是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对

养老护理服务人员的需求多达600多万。

“十三五”时期在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积极应对人

口老龄化的重大决策部署和持续深化医改进

程中，护理事业快速发展。2020年底，全国注

册护士总数470余万人，较2015年增幅达

45%。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达到3.34人，全国

医护比提高到1∶ 1.15，医护比倒置问题进一

步扭转。

不过，国家卫健委也提到，与经济社会发

展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相比，我

国护理事业发展还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问

题。护士队伍数量相对不足、分布不均；护理

服务供给与群众多样化、差异化的需求存在

一定差距；护理服务内涵领域需要进一步丰

富和拓展；护理领域相关体制机制仍需健全

完善等。

《规划》对此提出，到2025年，我国护理事

业发展达到以下目标，即全国护士总数达到

550万人，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达到3.8人，护

士队伍数量持续增加，结构进一步优化，素质

和服务能力显著提升，基本适应经济社会和

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的需要。护理科学管理水

平不断提升，护理服务质量持续改进等。

加强护理学科建设

为实现上述目标，《规划》从完善护理服

务体系、加强护士队伍建设、推动护理高质量

发展、补齐护理短板弱项、加强护理信息化建

设、推动中医护理发展、加强护理交流与合作

七项出发布置了主要任务。

据上述企业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养老护

理服务职业教育发展缓慢。从专业角度看，养老

护理不仅包括生活照料看护，还涉及医疗、健康

护理、心理护理等专业，要求养老护理服务人员

具有基本的专业护理知识和专业操作技能。

《规划》对此提出，加强护理学科建设。以

满足重大疾病、重点人群的临床护理需求为

导向，加强护理学科建设，以学科建设带动护

理人才培养和护理服务能力提升。持续改进

护理质量，着力构建基于循证基础和临床需

求的护理规范和技术标准体系，切实提高地

区间、机构间护理同质化水平。

对此，上述企业相关负责人建议，加快推

进人社部、民政部等部门开展的养老护理员

培养培训示范点建设、养老服务人才培训提

升行动等落地落实，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委托

专业资质企业等方式，加快推进养老护理人

才培育基地建设，完善人才培养机制。此外，

支持鼓励高等本科院校开设养老相关专业，

设置如老年护理、养老康复与养生、老年医

学、养老服务管理等相关专业的本科课程。

产业发展迎机遇

随着政策利好发布，相关产业也将迎来

发展。《规划》提到，充分借助云计算、大数据、

物联网、区块链和移动互联网等信息化技术，

结合发展智慧医院和“互联网+医疗健康”等

要求，着力加强护理信息化建设。利用信息化

手段，创新护理服务模式，为患者提供便捷、

高效的护理服务。

推进护理信息化发展是一直在强调的

事。2020年9月，国家卫健委发布的《国家卫生

健康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医疗机构护理

工作的通知》就提到，推进护理信息化发展，

推动信息技术与护理工作深度融合，借助信

息化手段积极优化护理服务流程和服务模

式，提高护理工作效率，减轻护士工作负荷，

保障护理质量安全。

为进一步推动护理信息化建设，不少医

院作出尝试。比如，枣庄移动与台儿庄区人民

医院合作建设了“中国移动智慧护理平台”，

基于医院现有HIS系统网络，以无线局域网为

网络平台，实现医嘱执行全过程追踪、护理数

据实时采集等。移动护理改变了传统工作模

式，只要用手机对准病人条码扫描就能了解

诊疗信息，随时随地查看检验报告、护理任务

清单、药物过敏等风险预警。

此外，在护理信息化建设下，“互联网+护理

上门”等产业得到发展。自2017年起，微脉已在浙

江、山东、湖北、四川等省份联合当地的公立医院

开展“互联网+护理上门”服务。微脉全病程管理

与数字疗法中心总经理杨雷刚在接受北京商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近年来，我们在全病程管理

服务的探索中发现，患者一旦离开医院，90%的

医疗健康服务需求无法被及时响应。随着社会

经济的发展，人民大众对基层护理、护工的需求

也越来越高，特别是针对术后、产后、重病、康

复患者及老年人的护理服务。同时，我们也在

跟很多公立医院共同推行‘个案管理师’，对诊

后、检后、术后、院后患者开展随访、科普宣教、

康复管理、心理疏导等工作，扩大护理服务外

延，提高护理服务质量。我们看到纲要中也强调

了，通过创新服务模式及发展‘互联网+医疗健

康’扩充护理服务内容、延伸服务半径、提升基

层护理服务能力。这对接下来行业的发展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不仅公立医院要继续发挥主导

地位，强化护理团队人才建设，同时也要发挥社

会第三方企业技术、运营价值，从管理创新、模

式创新等层面推动护理事业的高质量发展”。

北京商报记者姚倩

强化“互联网+”老年护理迎来政策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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