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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 闲时代
旅 业视点

信 息速览

12月13日，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发布《恢复旅行社
及在线旅游企业经营进出京跨省团队旅游及“机票+酒
店”业务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指出，
即日起，恢复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经营在京团队旅游、
进出京跨省团队旅游及“机票+酒店”业务。

文件刚一发布，北京旅游行业圈子就沸腾了，许多静
默已久的旅行社业者欢呼雀跃，纷纷转发了文件。

众信旅游集团媒介公关经理李梦然表示，跨省游的回
归能够积极推动全国文旅行业有序复工复产，这标志跨省
游市场全面按下重启键。李梦然介绍，众信旅游业务部门
已开始着手对接各类目的地资源、新产品研发、产品包装
及推广工作也已全面启动。其中，优享民宿已经开发了元
旦短途游、雪场+民宿组合产品及春节团圆产品等。

相关专家预计，随着跨省游市场的恢复，冬季冰雪游
及南方回暖游将成为未来几个月市场发展新方向。此外，
随着元旦、春节假期等国家公众法定节假日的到来，全国
跨省游市场将持续活跃，游客因疫情受影响的出游需求也
将得到集中释放。

日前，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出台的《进一步优
化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措施》（以下简称“新十
条”）规定，不再对跨地区流动人员查验核酸检测阴性证
明和健康码，不再开展落地检测。

旅客出行需求的恢复带动了近期航班量和机票预订量
的提升，去哪儿平台数据显示，自“新十条”发布以来，
民航市场每日维持5%的增长。春节前机票预订量大幅增
加，2023年1月7日—21日机票预订量环比一周前增长
近8.5倍。春节前从北京、上海、杭州等城市飞往三亚、
昆明等旅游城市的经济舱机票，已接近全价。

同时，旅游对酒店等周边产业也形成带动，飞猪数据
显示，“新十条”发布半小时内，酒店实时搜索量较上周
同期增三成，三亚、重庆、武汉等主要城市酒店搜索量较
上周翻倍增长。三亚酒店预订量较上周增长超3倍。

“我希望旅游市场快速恢复起来，我们也看到希望
了！”导游王鹏表达着心声。

恢复跨省团队游
旅游市场增信心

本报记者 刘圆圆

本报讯 （记者 刘圆圆） 12月 11日至12日，2022
中国旅游集团化发展论坛以线下线上相结合方式召开。

论坛期间，由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国内旅游
发展年度报告 （2022-2023）》（以下简称报告），对国
内旅游的市场规模、客源地、目的地和旅游流等进行了系
统分析。2022年国内旅游呈现本地化、近程化特征，省
内旅游客流占国内旅游客流的81.24%。

报告显示，2022年前三季度，国内旅游人数20.94亿
人次，国内旅游收入（国内旅游总消费）1.72万亿元，分
别比2021年同期下降22.1%、27.2%。中国旅游研究院预
计，2022年第四季度国内旅游人数6.85亿人次，国内旅
游收入0.63万亿元。

报告指出，受疫情影响，2022年国内旅游的出游距
离和目的地游憩半径明显收缩，旅游客流呈现出显著的本
地化、近程化特征。近程的省内旅游客流占到了全部国内
旅游客流的81.24%，远程的省际旅游客流仅占18.76%。
在2022年全国前100条省际旅游客流中，有81条旅游客
流为相邻省份之间的旅游流动，仅有19条旅游客流为非
相邻省份之间的旅游流动。

2022年，国内旅游还呈现短时间、近距离、高频次
等新特征，“轻旅游”“微度假”“宅酒店”等成为新亮
点。此外，在冬奥会的带动下，以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为
代表的户外体育运动活跃，滑雪、露营、登山、徒步、骑
马、滑草、漂流等活动成为人们亲近大自然的新玩法。
2022年夏季国内多地高温，滨水休闲、生态康养、乡村
田园、都市休闲、避暑旅居等旅游产品受到游客喜爱。

中国旅游研究院规划与休闲研究所副研究员黄璜代表
课题组发布报告。黄璜表示，从游客构成来看，城镇居民
和高学历人群是我国最主要的旅游客源市场，占比分别达
到72.15%和42.27%。在城镇居民国内旅游出游率持续提
升和人口城镇化稳步推进的背景下，预计我国城镇旅游者
占据国内旅游客源市场主体的特征还将长期持续下去。

中国旅游研究院：

2022年国内旅游本地化、近程化特征显著

读 图时代

蹴鞠，你会踢吗？

“蹴鞠，又名蹋鞠、蹴球、蹴圆
等，蹴是用脚踢，鞠是皮制的球。”马
国庆介绍，追溯历史，蹴鞠已流传了
2300多年之久。经专家研究，它最早
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故都临淄，
在汉代得到较大发展。

当时，《战国策·齐策》中就有记
载临淄人的生活：“临淄之中七万户
……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
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蹋鞠
者。”

“这段话后来也在《史记·苏秦列
传》中出现过，是说富裕起来的临淄，
市民有很多文体活动，包括吹奏、击
打、弹拨乐器，斗鸡、赛狗、下棋和踢
球。这些史料表明，在战国时期的齐国
都城临淄，蹴鞠已发展成一种在民间广
为盛行的娱乐方式。”马国庆说。

不过，蹴鞠最早诞生时却并非一项
民间的体育运动，而是一场军事训练
项目。

“当时，管仲实行伍轨制，五人为
一伍，五家为一轨，设轨长管理。在军
事训练时，一伍和一个轨长，正好 6
人，进行二六对阵，将蹴鞠作为训练游
戏。双方相互攻防，并采用直接对抗的
形 式 ， 努 力 将 球 踢 进 对 方 的 ‘ 老
巢’——像座小房子式的球门，踢鞠入
对方球门多者胜，这样既能锻炼体力，
又不会血腥残酷，因此很受军队欢
迎。”马国庆说。甚至发展到汉代，连
霍去病北击匈奴时，也不忘带上“毛
球”，并专门在“足球场”——校军场
上，让士兵穿域蹴鞠，以锻炼其灵活
性、斗志和体力。

“汉武帝也是十足的‘球迷’，他到
酒泉前线视察时，将蹴鞠作为检阅攻防
体系的必看项目。甚至有文献记载，他
发现俘虏中有人会踢球，还专门下场和
他们比拼，可见蹴鞠的受欢迎程度。”
马国庆说。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蹴鞠和现代

足球很相似，也是着地的。“这和鞠的
制作方法有关。鞠以熟牛皮制作而成，
内里填充毛发，因此腾跃性不佳。而到
了蹴鞠最为繁荣的唐宋时期，随着经济
水平提高，鞠的制作改为用动物的尿
囊，是可以充气的，有很强的腾跃性，
自然能在脚上踢出花样。为此，蹴鞠也
有了新踢法，在直接对抗的基础上，又
出现了间接对抗和白打等形式，此时考
验的更是脚上功夫，且鞠是不落地的。”

在马国庆的描述中，当时激战正酣
的蹴鞠对决似乎就在眼前：进行间接对
抗比赛时，球门设在中间，球门内铺就
一张网，网中央设有一尺二的“风流
眼”，双方各在一侧，在球不落地的情
况下，能使之穿过风流眼多者胜。

“白打则主要是比赛花样和技巧，
也叫比赛‘解数’。使出浑身‘解数’，
也显示出每一套解数都有多种踢球动
作，如拐、蹑、搭、蹬、捻等，古人还
给一些动作取了名字，如转乾坤、燕归
巢、斜插花、风摆荷、佛顶珠、旱地拾
鱼、金佛推磨、双肩背月、拐子流星
等。”马国庆笑着说。但随着朝代更
迭，蹴鞠的发展却大不如从前，从元明
时期开始走向衰弱，清代主要在民间流
行。20世纪以来，由于受到战争、灾
害等原因的影响，蹴鞠活动已越来越
少见。

“但实际上，作为宝贵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蹴鞠一直没有出现过断代或断
层，我想这正取决于它自身独特的魅
力、运动精神和文化内涵。”马国庆说。

蹴鞠，和足球有何渊源？

2004年，于深耕蹴鞠文化传承十
余年的马国庆来说，是最为难忘的一年
——在第三届中国国际足球博览会的新
闻发布会上，国际足联和亚足联公开宣
布，中国是足球运动的发源地，世界足
球起源于中国山东淄博临淄地区的
蹴鞠。

“当时，我作为淄博临淄论证、确
认世界足球起源地的主要成员，全程参

与了这一过程。这项创举，也使得中国
几千年的蹴鞠文化得到研究、挖掘和传
播。到了2006年，蹴鞠又入选了第一
批中国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马
国庆说，他依稀记得，也曾有其他国家
对足球起源地的认证提出过质疑，但当
时他的回应可谓掷地有声：现代足球所
有的内容，中国古代蹴鞠都已涵盖，包
括组织、动作、花样、规格等，中国山
东淄博临淄地区有着翔实的资料和相关
的历史文物，可谓有理有据，这些内容
足以让人信服。

一直以来，人们始终会好奇，蹴鞠
和足球有哪些渊源，又有哪些异同。这
一认证似乎给出了答案。可以说，蹴鞠
对现代足球的产生具有重要的影响。在
唐代，中国蹴鞠向东传播到日本和朝
鲜，向西传播到欧洲，在英国发展为现
代意义上的足球。

“蹴鞠的玩法与现代足球自然不尽
相同，但也处处透露出血脉渊源。”马
国庆说，东汉李尤的《鞠城铭》，就曾
讲到蹴鞠的球场形制、球队建设和比赛
心态：“圆鞠方墙，仿像阴阳。法月衡
对，二六相当。建长立平，其列有常。
不以亲疏，不有阿私。端心平意，莫怨
其非，鞠政犹然，况乎执机。”

“这一记载就反映出蹴鞠运动的竞
赛方法、场地规格、场上人员的分配以
及人数等，表明在汉代期间，蹴鞠运动
竞赛规则的健全性、完整性都已见雏
形。”马国庆说，到了宋代，蹴鞠的各
个方面已发展得相当完善。

例如，当时设有齐云社，类似于
“足球俱乐部”或“足球协会”。“作为
蹴鞠爱好者的全国性组织，齐云社组织
齐全，有其各自的职位名称及分工，除
了球员外，有负责比赛和球队事务的会
干、左军、右军，有负责对外接待的知
宾等。球员们也要遵守社规，里面规定
了不许作‘人步拐、退步踏；人步肩、
退步背’等危险动作，还规定‘狂风起
不踢，酒后不可踢’等。”

例如，当时已开始组织全国性的比
赛，类似于当代的中超联赛、中甲联

赛；当时已有女子足球；当时的鞠已出现
品牌化、商业化发展趋势，葵花圆、熊掌
等球类品牌家喻户晓。

“古代蹴鞠行业会进行全国性的技术
等级统一考试，要交考试费，名为香金，
考试合格后还会颁发证书，称为名旗，故
有‘赢者得名旗下山，输者无名旗下山’
的说法。”马国庆笑着说，这些记载足见
当时蹴鞠的行业发展水平。

“蹴鞠同样讲究师承关系，踢球前要
先敬祖——清源妙道真君，再敬师。这一
仪式不可小觑，这证明了蹴鞠这项体育运
动有精神皈依、有理想追求、有道德典
范。”马国庆说。

传承，路在何方？

在成功助力了“世界足球起源地”的
认证之后，马国庆传承的脚步并未停下。

作为传承人，他打造了中国唯一一个
足球博物馆——临淄足球博物馆，博物馆
浓缩了中国的蹴鞠文化史、民俗发展史、
体育文化史和世界足球史，也把中国足球
文化进行了系统、立体的展示，已成为历
史文化研究、传播、交流的平台。“这里
每年都会吸引很多专家学者、足球爱好者
和青少年们前来参观交流。”马国庆说，
单是展示还不够，他和同事们还建立了蹴
鞠队，此次在卡塔尔大放异彩的队伍，正
是出自这里。

“我也经常到学校做讲座，促进蹴鞠
文化进校园、进社区、进生活，最主要的
是，推动蹴鞠文化走向国际。”在马国庆
看来，中国传统文化最大的价值，就是当
代价值和国际影响。

“蹴鞠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
富，经过2000多年的风云变幻，它依然
璀璨夺目、充满活力。它是淄博的体育名
片，也是中国的文化名片，为我们对外交
流交往打开了一扇窗。”马国庆说，“蹴鞠
连着历史、连着现代，连着传统，也连着
国际，是我们走向世界的语言，也是走向
国际的桥梁和纽带。我们生活在蹴鞠诞生
的地方，有责任、有使命去不遗余力地传
承好它。”

中国的蹴鞠 世界的足球
——访国家级非遗项目蹴鞠代表性传承人马国庆

本报记者 徐金玉

出郑州城区向南约50公里、具茨山
脚下，有一处远近闻名的柴家小院。这里
不仅是周边市民休闲度假的打卡地，而且
是带动村民脱贫致富的“明星院”。借助
抖音、视频号等平台，柴家小院在网上也
有一定名气，省内外不少经营农家乐的老
板和旅游景区的管理团队慕名而来，学习
考察小院作为休闲农庄经营之道和乡村振
兴共富之道。比如，前不久，陕西省汉中
市的一位网友在抖音上刷到柴家小院的视
频后，半个小时内就订了车票来小院所在
的新郑实地考察。

“新郑的营商环境非常好，新郑人很
好，外地人在这里做事情也很顺畅。当地
的主管干部还经常给我们讲经营之道。”
郑州柴家小院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柴
绪文由衷地感慨。

2006年，柴绪文从河南省商丘市虞
城县老家到新郑市打工，看到新郑快速发
展的可喜态势，决定留下来创业。2008
年，他承包了具茨山的一个饭店。创业初
期，他便想过，自己一个外乡人，在新郑
无亲无靠，生意很难做大，勉强度日即

可。但当地政府相关部门服务至上的理念
让他打消了疑虑。他至今清晰地记得，刚
开张时，时任新郑市卫生局的负责人在现
场指导工作时就曾安顿基层执法人员：

“小柴是外地人，来新郑做生意不容易，
要搞好服务指导。”

在当地政府的扶持、服务下，柴绪文
的饭店经营得有声有色。2010年，他毅
然把家人户口迁至具茨山。2014年，他
看到乡村旅游产业发展的好前景，自主转
型开办柴家小院。

如今，不到10年，柴家小院已经从
当年的“夫妻小店”，发展成为多业态综
合经营体。他们不仅把生意从山区做到了
市区，而且在主城区开办了柴家大院，还
在新郑辛店镇开办了林果酒店和越野摩托
车俱乐部。

柴绪文感慨地回忆，过去穷，自己从
上一辈手中连一只碗都不曾继承过，没想
到一穷二白的日子，在好时代中说变就
变。如今，他的企业单日销售额突破10
万元，个人资产上千万。

从柴家小院到柴家大院的蝶变，外部

营商环境好只是其中一个方面的因素，更
重要的是经营主体自身在新时代迸发出的
强烈内生发展动力。正所谓不光要有外部
的“好环境”，还得有真正的“好干家”。

“我们积极抢抓互联网平台经济的大
好机遇，做好‘农家乐+互联网’这道加
法题，搭建柴家小院抖音视频矩阵平台，
每月至少组织一次学习分享会，教大家运
用自媒体发展生态农业经济。目前拥有数
十万粉丝。”新郑市政协委员、柴绪文长子
柴富向记者介绍。这些年，他随父亲一起
搞经营，带着年轻人特有的思路，在小院
向大院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与网络流量相比，菜品质量和分量更
为重要。柴绪文说：“小院发展，没有传
奇的历史，首先是做人要厚道，把好心眼
多露点儿、孬心眼藏起来，诚信经营，决
不欺客。”单就“柴东家烤羊排”来说，
为保证羊排食材的质量，柴富经常一晚上
开车跑到开封、洛阳、新乡、南阳等地，
采购新鲜、标准的羊排。质量、分量与流
量的“内外兼修”，成就了柴家小院的网
红烤羊排，年销量高达2万余份。

先富起来的柴绪文，没有忘记带动乡亲
们一起致富。他解决了周边100多名村民的
就业问题，帮助40多家贫困户脱贫。河南
省文化和旅游厅特授予他为旅游扶贫示
范户。

“我们在小院最显眼的地方，搭建了具
茨山村民农产品扶贫销售点，借助柴家小院
的客流量，为村民的农副产品引流，解决村
民卖东西难的问题。山上所有的农副产品，
都可以在我们这儿销售，不收取任何费用。
唯一的要求就是，不能欺客，不能缺斤短
两，否则永久禁止在这儿摆摊。”据了解，
该销售点日均销售额3000余元，旺季时每
天销售 7000 多元。柴家小院还利用自媒
体，帮助周边的养殖种植户宣传营销。

“下一步，我们将守正创新，对乡村优
势再梳理、再整合，把发展乡村民宿作为柴
家小院转型的重要方向，以游客体验享受为
中心，打造既有现代品位，又有农家格调，
兼具乡野情趣的特色乡村民宿。”柴绪文
说，还要多为附近的村民办点实事、好事，
扶持他们中有想法的人开办农家乐，让乡亲
们都走上致富之路。

河南新郑：柴家小院的蝶变
本报记者 王有强 通讯员 刘伟东

身着深红色的传统服饰，脚上是“燕归
巢”等花式踢球动作，中国临淄蹴鞠表演队
的表演一亮相，便引起外国球员和教练的关
注。近日，中国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蹴鞠
亮相卡塔尔，让这项中国古老的体育运动再
次迎来世界目光。

“蹴鞠在卡塔尔受到欢迎，短时间内人们
从好奇到积极参与，乃至进行比赛。这就是
传统文化的力量，展示着中国的文化自信和
古老的运动魅力。”国家级非遗项目蹴鞠代表
性传承人马国庆说。

乡 村美途

北京延庆万科石京龙滑雪场迎来开板“首滑”
日前，北京延庆万科石京龙滑雪场迎来开板“首

滑”，近千名滑雪爱好者走进滑雪场，体验冰雪运动
乐趣。今年，万科石京龙滑雪场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基
础上，更新了基础服务设施，为广大滑雪爱好者提供
安全有序的游玩环境。 本报记者 贾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