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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途游升温
机票酒店“量价齐升”

“不虚此行了。”1 月 2 日早
上，付欣发了一条朋友圈，心满意
足地离开了长沙。2022年12月31
日，她与3个朋友专程从广州赶来
长沙度假，晚上与几万人在五一商
圈倒计时跨年。“几万人在五一广
场一起倒计时，放气球跨年，气氛
太好了！”她们还去了岳麓书院等
景区，“那边人很多，特别是年轻
人。长沙是座非常有活力的城
市。”像付欣这样从外地来长沙过
节的不在少数。

马蜂窝大数据显示，2023年
元旦假期，“长途游”热度环比增
长48%。第一波感染高峰日趋平
缓的一线及新一线城市游客出行率
先迎来高峰，成为元旦假期旅游消
费群体的主力，占比高达73%。

同程旅行发布的《2023年元旦
假期旅行消费数据报告》显示，元旦
旅游市场快速回暖，机票、酒店较
2020年元旦假期实现“量价齐升”。
三亚、洛阳、西双版纳、哈尔滨等部
分热门目的地在摆脱疫情影响后，酒
店预订量同比上涨超过10倍。

热门城市交通成本也是水涨船
高。携程数据显示，元旦期间三亚
进出港单程含税机票均价达1364
元，价格仅次于西藏、新疆等长线
目的地，同比上涨近五成；哈尔
滨、延吉、白山、张家口、阿勒
泰、喀纳斯等冰雪目的地机票也呈

“量价齐升”态势。在住宿方面，
元旦西双版纳酒店均价为804元，
价格涨幅最高，达到1.7倍；大理
涨幅次之，为 36%，均价为 601
元；近期三亚也成为住宿最供不应
求的城市之一，价格涨幅近三成，
酒店均价最高，达到1553元。

游人如织的假期，“90 后”
“00后”扛起了消费复苏的大旗。
携程平台数据显示，“90后”“00
后”出游占比同比增长36%，亲
子游出游占比增长41%。“90后”

“00后”消费潜力也不容小觑，在
高星酒店订单中，这部分群体订单
均价的同比增速最高，达到37%。

携程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谢晓青
介绍，整体来看，国内航班供给的
恢复速度没有赶上用户出游人次的
增长，是小长假机票价格涨幅较大
的原因之一。随着后期航班运力提
升，以及 1 月 5 日后燃油费将下
降，用户出游成本有望得到一定缓
解。而对于酒店来说，多方面因素
助推了价格的增长——短时间需求
迅速上涨、候鸟目的地旺季价格增
长，供应链和服务体系受疫情影响
都有关系。

旅游目的地
“冰火”两重天

“朋友圈有一半的人正在三亚的
沙滩上，还有一半的人正在去往三亚
的飞机上。”一位近期打算前往海南
旅游的人士这样告诉记者。

“避寒游”仍然是消费者元旦出
游的首选。飞猪数据显示，海南目的
地的旅游商品预订金额同比2022年
增长超过五成。同时，元旦期间包含

“海景”“海岛”“冲浪”等关键词的
旅游商品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六成。

“疗愈游”成为“阳康”的最
爱，体现在目的地上，气候温润、阳
光充足的南方和海岛城市较往年热度
更胜一筹。三亚、珠海、西双版纳、
大理、厦门、海口、腾冲、北海等北
回归线附近及以南城市热度上升。这
些目的地的携程机票预订量增幅均超
过一成，其中抵达西双版纳的机票预

订量同比增长71%，增幅第一。
一些医学专家建议，“阳康”后

仍不能大意，需要休养一段时间，注
意保暖、少做运动，保持身心愉悦。
结合实际市场需求，春秋旅游近期还
推出了多款适合“阳康”疗休养的旅
游产品，目的地分别为三亚、厦门、
汕头和北海等。

有人选择像候鸟一样旅游避寒，
有人却甘当“追雪人”。2023年元旦
假期，冰雪旅游和主题乐园都是消费
者跨年旅游出行的热门玩法。驴妈妈
旅 游 网 联 合 奇 创 旅 游 集 团 发 布
《2023元旦出游总结报告》显示，元
旦假期多地“滑雪场”“冰雪活动”
景区迎来更多游客，眉山瓦屋山风景
区、成都西岭雪山提前客满，全国各
大热门景点中皆有冰雪类景区上榜。

飞猪数据也显示，包含“滑雪”
“冰雪”等关键词的热门冰雪旅游商
品增长超三成，其中吉林长白山、黑
龙江亚布力、河北崇礼成为热门冰雪

旅游目的地前三名，广东、上海、浙
江成为冰雪旅游热门客源地前三名。
北京什刹海冰场成为假期最热门的冰
雪旅游景区，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也是
人们体验冰雪乐趣的热门选择。此
外，峨眉山、西岭雪山、长白山等山
岳类景区的雪景，也吸引了不少游客
的目光。

飞猪相关负责人介绍，“值得注
意的是，安全和健康仍然是大家出游
的重要考虑因素，不少游客倾向于选
择错开人群相对集中的出行方式和景
区景点。”

跨境机票预订量渐增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表示，
从2023年元旦假期的旅游出行市场情
况来看，尽管消费心理还趋于谨慎，
但是对远程旅游目的地，甚至包括境
外旅游目的地的搜索量开始恢复了，
一些囤旅游的年轻人开始多起来了。

“2023年元旦假期，部分旅游目
的地市场恢复超过预期，显示了国内
消费者出游信心的快速修复，也为
2023年旅游出行市场复苏奠定了良
好基础。”同程研究院一位人士分
析，“2023年元旦假期旅游出行市场
快速回暖，一方面是由于消费者的出
行信心逐步恢复，长线游需求有所上
升；另一方面则是2023年春节假期
较早，春运客流高峰提前，出行需求
叠加所致。”

随着1月8日入境免隔离措施实
施在即，以及去年以来国际航班运力
的不断恢复调整，元旦出境游也成为
旅 行 发 烧 友 的 选 择 之 一 。 根 据
FlightAI平台数据，元旦期间跨境
出行客运量同比增幅在7成左右，是
2019年以来跨境旅行复苏情况最好
的小长假。

飞猪数据显示，2023年元旦期
间境外热门旅游目的地预订量同比增
长近2倍，其中泰国、新加坡、马来
西亚、越南等是热门出境游目的地。
携程数据则显示，春运跨境游热度则
更高，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260%。
元旦至春节前夕期间，中国台北、中
国澳门、首尔、新加坡、中国香港、
曼谷、东京、伦敦、洛杉矶、悉尼是
热门跨境目的地排名前十的城市。

元旦假期
旅游市场强劲复苏

本报记者 刘圆圆

本报讯 （记者 刘圆圆） 日前，记
者从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获悉，元旦假
期，北京市重点监测的151家旅游景区
累计接待游客 268.9 万人次，恢复到
2019年同期的86.4%；累计营业总收入
24827.1万元，比2019年增长44.5%。

数据显示，京郊游仍是市民游客假
日休闲的重要选择。元旦假期，京郊游
累计接待游客30.9万人次，恢复到2019
年同期的 63.7%；营业收入 3635.1 万
元，恢复到2019年同期的87.9%。

冰雪游热度持续走高。2022北京市
冰雪文化旅游季推出近60项活动，点燃
市民群众冰雪旅游热情；北京跨省游恢
复为京津冀周边游市场复苏注入动力，
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发布的8条京张体育
文化旅游带线路盘活文旅体育资源，为
游客打造冰雪消费新场景新体验。颐和
园、北海公园、陶然亭公园等也纷纷开
展冰雪游园活动，让市民游客尽情享受
冰雪运动的乐趣。

值得一提的是，新兴“网红打卡
地”成为假日亮点出游目的地，首钢工
业文化旅游区入围北京市景区 （地区）
游客接待量前十名；旅游商圈类综合消
费体占据全市景区 （地区） 游客接待量

前十名榜单的半数以上，王府井、蓝色港湾、南锣鼓巷等文商
旅综合消费区排名靠前。

元旦假期，北京市进一步丰富假日文化供给，采用线上线下
相结合的方式，举办一系列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活动，共计395
项、481场，分别较去年同期增长13.5%、38%，涵盖展览陈
列、文艺演出、文化讲座、阅读活动、艺术培训、非遗体验等多
个类别，吸引160万人次市民群众参与。全市75个剧场举办线
下营业性演出共计91台303场，吸引观众5.7万人次，票房收入
849.3万元，线下演出场次基本恢复至2019年的同期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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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日里工作太忙，很少有机会带孩
子出来。这几天正好是元旦假期，就带他
们出来亲近大自然，他们玩得很开心。”
正在带一对儿女游玩观景的市民陈先生告
诉记者。1月1日，在厦门的中山公园，
这里处处洋溢着节日的喜庆气氛。公园南
门入口，一组造型新颖的大型立体花坛分
外醒目。两只憨态可掬的“兔子”手持对
联，在颜色绚丽的三角梅、万寿菊的映衬
下，为游客送去新年祝福。过往的市民、
游客纷纷驻足，赏花拍照。

今年的元旦假期，除了精致的新春公
园游，厦门市文旅局紧扣“在厦跨年”主
题，调动景区、酒店、文保旅游新业态、
文旅商综合体等资源，针对本市及周边城
市市民，推出系列元旦本城游、微度假特
色服务各类线上线下活动。

线下，厦门方特·LMF的跨年音乐
季于2022年 12月 31日至 2023年 1月 2
日在厦门不间断演出。零点乐队、张玮
琪、倪鹏、心门乐队等明星助阵，跨年夜
陪伴市民游客倒计时，用一场盛大烟火秀
开启新年的乐章；在闽南大戏院，改编自
列夫·托尔斯泰同名巨著、莫斯科轻歌剧
院票房神话、俄罗斯音乐剧《安娜·卡列
尼娜》中文版，在元旦期间连演了3场，
2022年 12月 30日至 2023年 1月 1日每
天带领观众沉浸式穿越时空，与剧中角色
共同感受经典。

线上，厦门歌舞剧院登陆央视2023跨年
晚会《启航》“夏篇”，不仅演奏了经典的交响
乐，同时还带领全国游客云赏白鹭洲公园、集
美龙舟池、鼓浪屿日光岩、菽庄花园、八卦
楼、马约翰足球场等厦门城市标志性景点。

元旦期间，各景区也推陈出新，打造节
日氛围。受年轻游客热捧的巨鹏飞梦幻海岸
和不凡之地等景区携手合作，构筑一个2万
平方米的沉浸式童话雪世界“梦幻雪境”，
让市民和游客在厦门就能实现“拍摄雪景”
的新年愿望，而且还能体验丰富的雪地娱乐
项目；厦门惠和石文化园安排了“萌兔大作
战主题游园活动”和“兔来运转主题趣味体
验”，组织游客挂许愿牌、抽上上签、拓福
迎福，提前感受中国年；厦门同安影视城推
出影视城里看非遗，打铁花、中幡、踩高
跷、舞龙舞狮等；东坪山旅游度假景区则将

“时尚”与“康养”元素相结合，在东坪山
屿岁过云山居新空间推出新年围炉煮茶、汉
服妆造、国潮绘图等潮玩项目，给了市民游
客新选择。

“花这么大的力气去经营一个元旦假
期，不只是让市民和游客享受不一样的假日
狂欢，更是借此来传递一个令人振奋的信
号，力争实现厦门旅游2023年第一季‘开
门红’。”厦门市文旅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厦
门作为一个旅游城市，正在全力以赴把自己
最美好的一面呈现，希望来旅游的人们在尽
享欢愉的同时能记住这里。

厦门元旦假期文旅新玩法
本报记者 照宁

本报讯（记者 李宁馨）天津
市文化和旅游局日前发布，天津联
合北京市、河北省文旅部门共同整
合京津冀文旅资源，推出了10条
京津冀主题精品旅游线路，全方位
打造京津冀休闲旅游协同一体化战
略新格局。

据了解，此次推出的京津冀
10大主题精品旅游线路，包括京
津冀滨海休闲三日游、京津冀历

史文化三日游、京津冀自然生态三
日游、京津冀红色经典三日游、京
津冀高铁经典三日游、京津冀山野
名胜三日游、京津冀亲子休闲三日
游、京津冀冬奥之旅、京津冀长城
之旅、京津冀运河之旅，串联起京
津冀三地知名旅游景区、网红打卡
地，将全方位展示京津冀文化旅游
资源特色，为广大游客提供更多出
游选择。

京津冀三地推出10条旅游观光线

刺桐花开，南音声起。新年伊
始，静谧一夜的泉州古城又“动”
了起来。

“天还没亮就去进货，五点多
就在市场准备了。”鲤城区天后路
南菜市场蔬菜摊的摊主张兰雪难掩
兴奋，“每天来买菜的还是往常那
些熟悉的街坊们，太亲切了。”

一会儿，在熙熙攘攘的人群
中，五光十色的霓虹灯渐渐熄灭，
不远处天色慢慢从灰白变成鱼肚
白，城市重启了，美好的一天如约
而至。

“炸菜粿来一个”“面线糊加醋
肉”“酸菜面不要辣”……夹杂着

“古早味”的乡音里，菜摊、肉
摊、水丸摊、干货摊等店面相继开
门的同时，各类早餐店里头已坐满
了餐客。其中，尤属面线糊最是诱
人，最有食客。

七点整，退休十来年的老教师
吴正友，准时站在了泉州西街尾一
家开了20来年的小吃店里，“老样
式”点上了一碗清水面线糊，在忙
碌的点菜声里，自个儿往碗里加了
半根油条、三两块醋肉、一大块炸
豆腐，与周边几人拼着桌，悠闲地
吃起来。

“哎呦，好烫。”火急火燎端着
面线糊吃起来的小孩，则被烫得直
吐舌头，让打着面线糊的阿姨见
了，免不得喊一句，“慢点儿，还
很烫呢。”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在
泉州，常常一碗面线糊，就能唤醒
一天。

与此同时，有别于热气腾腾的
西街烟火味儿，老地标钟楼上的时
钟滴滴答答地不停运转，千年古刹
开元寺的樱花竞相绽放，还有沉淀
在红砖屋厝的象峰巷中，一眼千年
的东塔。

望着望着，不经意间，便挤进
了主干道的人群里，或见拜佛，或
见观景，匆匆而过，热闹非常。而
越是随人流前行，耳畔的嘈杂越是
多起来，来往的行人也是多起来，
一下子从象峰巷的起点，走到紫云
屏，拐入了宋元时期的船舶巷。

此刻，悠然如穿越到了另一个
世界，不到 500 米宁静幽深的小
巷，哪怕是疫情过后，仍是一谙泉
州千年的烟火气。小路两旁满是游
人，聚集在各色各式的店面前，有
艺术作坊，有泉州人家纯粹的美
食，还有来自各地的手工产品……

“这个兔子花灯，连同那古香
古色的漆篮，我们都要了。”“您再
给我们便宜一点，您看我们一次性
买了不少东西呢。”戴着草帽，骑
着小黄车的年轻游客情侣，看中了
不少喜爱的手工艺品，一个劲儿缠

着老板打折。最终，好客的店家，笑
呵呵地全给打了折。

岁月的印记雕刻在红墙的斑驳和
老屋的幽深里，现代的气息则挂在满
墙盛开的绿植和墙角努力生长的浓荫
中。日落时分，走过“半城烟火半城
仙”的泉州，不由得想起“半边古老
半边洋”的泉州。

“从前车马慢，一生只够爱一
人。”迎着斑驳红墙上的一句不起眼
的话语，走进了泉州最热门的网红打
卡地——觅鲤文创园。

600多年前，明太祖朱元璋设下
了锦衣卫掌管刑狱，而锦衣卫下又设
了“南北镇抚司”。当年泉州镇抚司
的一个府第，设于中山中路的一条巷
中，这条巷子也就被称为“镇抚巷”。

曾几何时，镇抚巷被称作“学生
街”。每每夜晚一到，物美价廉的服
饰、小商品、小吃摊就满满当当地填
进了巷中，都是学生时代的最爱。

如今，在整条小巷中，商业与古
朴共存，已然是深夜泉州的新地标。
其中，以特色休闲、旅游为主，集艺
术空间、文创市集、特色民宿、文化
活动等为一体的觅鲤文创园，是由沉
寂30载的废弃工厂改造，最为热闹。

红砖厝、爬山虎、圆水井、大烟
囱、老古树……不同于“快餐式”的
网红风，觅鲤文创园的每一处都保留
了泉州的古早味。“每晚都习惯来走
一走，一砖一瓦，一木一石，都让人
瞬间有‘咱厝人’的归属感。”附近
居民吴元华如是感慨。

“小孩子一放假，我们就带过来
旅游，白天走完了好几处世界遗产
点，晚上就聚在觅鲤吃饭聊天，感觉
很惬意。”来自福州的游客林小静告
诉记者。

月上梢头，园区内游人越来越
多，散步赏月、喝茶聊天，正是一天
中最慵懒的时光，连灯火灿烂的路
灯，都迎面扑来温暖。

一条古街千年史，一日西街一千
年。沧海桑田，泉州依旧如故。不经
意间，大街小巷又是浓浓的烟火气，
流淌进了角角落落。

泉州生活从古早味开始
王惠兵

挥别旧岁，迎接新年，2023年旅游市场有了新气象。日前，各大
旅游平台纷纷发布元旦假期报告，报告显示，跨年流动带动全国旅游
迅速升温，旅游出行市场正在加快复苏回暖。

泉州热闹的街头

随着第 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完美举办，广大市民朋友们也
深受冬奥会鼓舞，对冰雪活动产生了高涨的兴趣和热情。为了满足市民
朋友们的冬季文化娱乐活动，2022年12月29日至2023年2月4日，北京
北海公园开展冬季冰上娱乐活动。活动开放范围为南门荷花湖内，冰场
活动总面积为1.5万平方米。 本报记者 贾宁 摄

11月月22日日，，游客在江苏南京老门东景区游玩游客在江苏南京老门东景区游玩。。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重庆市南川区金佛山景区滑雪重庆市南川区金佛山景区滑雪
场人气渐旺场人气渐旺。。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