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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接棒暑期周边游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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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长线自由行占比达八成

今年暑期前，青海、宁夏、湖北等多地相

继恢复跨省游。步入暑期，亲子家庭、年轻人

的出行意愿得以释放，长线旅游也呈现了回

暖趋势。

据去哪儿发布的《2022暑期报告》，许多

游客在今年暑期开始了自己的“第一次飞

行”。6月底，行程卡摘星消息公布后，去哪儿

平台上机票搜索量在30分钟内上升60%，游

客们被压抑的旅游需求一触而发，暑期的第

一个月，长线游呈现复苏趋势。途牛数据也

显示，7月长线自由行的出游人次占比达

84%，截至7月31日的出游数据显示，通过途

牛预订自由行产品的出游人次较2021年同

期提高5个百分点。

从热门旅游地来看，暑期前半程，西

北、西南城市成为热门旅游地。飞猪平台

上，云南、贵州、宁夏等目的地成交额同比

去年实现翻倍增长。其中，云南目的地同比

增超2.3倍。

携程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谢晓青表示，随

着暑期以来各项疫情防控政策措施的优化

调整，人们的出行意愿和出行信心不断提

升，同时从出行人群看，亲子群体、年轻用户

出行稳步增长，也体现出旅游消费市场发展

动能延续、韧性十足的特性。

消费券拉动酒店民宿预订

“从市场数据看，跨省游、本地游均成为

暑期消费热点。长线方面，西北线、西南线热

度较高。暑期游的后半程，因临近学校开学

和部分旅游目的地疫情发生反复，短距离、

短时间的周边游、微度假需求有望加速增

长。”中国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新时代文化旅游研究院院长吴若山表示。

去哪儿数据显示，长线游在8月初遭受

到了挑战。但在旅游消费券等政策利好下，

本地游、周边游回暖，整个暑期市场并未受

太大影响。据木鸟民宿数据，截至8月21日，

暑期订单量达到2019年同期的1.8倍，乡村

民宿订单量达到2019年同期的2.2倍。

7月10日起，北京市文旅局通过去哪儿

旅行App和小程序向消费者发放了总额不超

过3000万元的京郊住宿消费券。数据显示，

自京郊住宿消费券发放以来，去哪儿平台7月

京郊住宿预订量环比上个月同期增长近4倍。

进入8月，第二批京郊住宿消费券开始

发放，也带动了一些民宿的入住率增长。八

达岭镇石峡村“长城人家”精品民宿店主贺

玉玲表示：“8月民宿的入住率达到了90%左

右，且平日入住率相较7月有较大幅度的提

升。客群方面，仍以亲子客群为主。”

不仅仅是北京市，湖南长沙也与去哪儿

联合发放了暑期文旅惠民消费券，平台上长

沙暑期酒店预订量达到2019年的1.5倍。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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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消费券的

核心是通过优惠的方式刺激消费者的出行

欲望，进一步释放市场潜力。

商家瞄准国庆周蓄力

随着开学季的到来，下半年的旅游市场

也出现了变化。

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

教授谷慧敏看来，下半年的旅游市场将呈现

与暑期不同的态势。“开学季的到来会导致

亲子出行的比例减少，且今年的中秋节距离

开学季较近，预计主要的旅游高峰会集中于

‘十一’假期期间。”

对于下半年，谢晓青表示，随着中秋、国

庆假期在即，旅游市场有望迎来新的增长机

遇。旅游商家们也在“摩拳擦掌”，瞄准“十

一”黄金周进行布局。贺玉玲谈到，“十一”期

间，民宿将会推出“丰收节”“海棠季”相关活

动，以吸引更多游客前来住店。

ClubMedJoyview北京延庆度假村

相关负责人告诉北京商报记者，目前，酒店

针对“十一”黄金周的安排已经在准备之中

了，酒店在所有节假日都有特别的活动，同

时也会应时应景给客人准备一些额外的福

利惊喜。”

谷慧敏谈道：“从目前来看，今年‘十一’

黄金周的旅游市场仍会以本地游、周边游

市场为主。各旅游商家可以推出促销活动、

提升产品品质，以激发游客的出行、购物欲

望，且9、10月商务活动较多，商务游也会成

为一个小热点。‘十一’之后，则可以利用好

冬奥元素，通过滑雪等季节限定的玩法来吸

引客流。” 北京商报记者关子辰张怡然

暑期步入尾声，各OTA也相继亮出了今年暑期的“成绩单”。截至8月28

日，包括携程、去哪儿、飞猪、途牛等多家在线旅游平台均发布了暑期旅游数

据，8月，受部分地区疫情影响，本地游、周边游再次成为主流。具体到北京市

场，在京郊住宿消费券的利好下，京郊民宿预订量大幅增长。进入9月，开学季

的到来使旅游市场从亲子游向商务游、会议市场转变，接下来，各家旅游企业

也在积极备战“十一”，迎接黄金周的到来。

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进一步保护至关

重要。在日前召开的2022年全国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工作会议上，贯彻落实《关于进一

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推进《“十四五”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落地

见效，成为各方关注的重点，而除了加强保

护、推进政策体系完善的同时，也再次强调

要促进非遗合理利用，健全国家、省、市、县

四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和代表性传承人

体系，加大传承补助支持力度等，从而在多

方面共同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为了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共中

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也印发了《意见》，

以推动相关措施的实施。

《规划》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目标

进行了明确，并提出到2035年，非遗得到全

面有效保护，传承活力明显增强，工作制度

更加成熟、更加完善，传承体系更加健全，保

护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国际影响力显著提

升，在推动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和重大国家

战略中的作用更加彰显。

文化和旅游部党组书记、部长胡和平强

调，要加大保护工作力度，加强非遗基础理

论研究，完善非遗调查记录体系，健全非遗

代表性项目制度、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

制度，推进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等。

与此同时，胡和平表示，要促进非遗合

理利用，发挥好非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助力乡村振兴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推动非

遗与旅游融合发展。要建立健全工作体系，

完善非遗保护政策法规体系，健全国家、

省、市、县四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和代表

性传承人体系，构建非遗传播推广体系。要

加强传承队伍建设，拓宽培养渠道，支持非

遗传承人提升技能技艺，加大传承补助支

持力度。

现阶段，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通过多元

化的展现形式在现代生活中得到新的广泛

应用，从而走进千家万户。

开展非遗助力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工

作便是其中之一，数据显示，现阶段各地已

设立非遗工坊2500余家，从而促进脱贫攻坚

和当地的经济发展。而非遗与旅游的结合也

成为渐渐兴起的方式，非遗主题旅行线路、

非遗夜市、非遗市集、非遗主题博物馆在全

国多个省市出现，在丰富旅游产品并成为旅

游特色的同时，也让非遗有更多展示机会，

进入人们衣食住行等方面。

除此以外，各地在传统节日以及文化和

自然遗产日举办丰富多彩的非遗活动，并通

过融入综艺、影视等多种文化产品，以新面

貌拉近与更多人的距离。

以河南卫视推出的“奇妙游”系列节目

为例，无论是爆火的《唐宫夜宴》还是《清明

奇妙游》等节目，在收获高热度的同时，融

入的非遗元素，以当下观众接受的方式产

生精神上的共鸣，让人们知道、了解并走近

非遗。

通过一系列措施的实施，近年来，我国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方面取得

越来越多的进展。

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司长

王晨阳在“中国这十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

会上透露过一组数据：截至目前，我国共有

各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0万余项，其中国家级

非遗代表性项目1557项。在各级代表性传承

人方面，则共有9万余名，其中国家级非遗代

表性传承人共有3062名。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已有42个非遗项目

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位

居世界第一。

在数字文创产业智库研究员李杰看来，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不只是要保护，让其

不会在时间的流逝中消失，同时还要在保护

的基础上进行合理利用，才能真正赋予其活

力，从被动保护变为主动传承，获得更强的

生命力。 北京商报记者郑蕊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加速落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