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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已成为消费市
场的‘刚需’，旅游业的供
给侧改革不能再是计划经
济的标准，必须正本清源，
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旅游
产品和服务。”王晨光说，
摘牌可成为推动旅游业转
型升级的新契机。

林卫兴认为，当前人
民群众的旅游消费需求已
从“有没有、缺不缺”转变
为“好不好、精不精”。从
长远来看，旅游景区必须
要站在游客的角度思考如
何增强有效服务供给，保
障和提高游客体验度和舒
适度，为旅游景区可持续
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方言认为，旅游景区

苦练内功需要从三个方面
入手：开发迭代业态和产
品让景区不断有“噱头”；
拓展线上线下营销渠道让
景区不断有“响头”；提升
景区各方面专业化管理水
平让景区不断有“劲头”。
他建议，景区可利用10月
以后的旅游淡季，将“冬歇
期”内化为“整顿提高期”，
积极展开自我诊断、自我
解剖、自我纠错。

而行业主管部门也将
不断加强动态化、常态化
监管。广东省文化和旅游
厅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后
将继续落实景区暗访的长
效机制，以问题为导向，督
促景区进一步提高经营管

理水平和服务质量；四川
则在推进全省A级旅游景
区文旅融合发展标准化进
程，目前《四川省A级旅游
景区文旅融合发展实施办
法》已完成初稿，待进一步
修订审定后实行。

还有业内人士建议，
旅游景区质量提升需要行
业内外协同、协调和协作，
如向专业机构、研究机构

“借智”寻求技术支持，向
新闻媒体、社会公众“借
力”将舆论监督、投诉建议
及时转化为改进措施，形
成多方支持、全民参与的
良好氛围，将“行业的事”
变成“大家的事”。

据新华社

数据显示，64.0%的受访
者认为旅行重要的是开阔视
野、增长见识，63.4%的受访者
觉得是欣赏风光、感受自然美，
61.4%的受访者觉得是休闲放
松、舒缓压力。

“旅行在于释放压力，所以
要选择让自己舒服的方式。‘打
卡游’也好，深度游也好，关键
在于是不是在这个过程获得了
快乐。”广州某高校学生许鹏
觉得，旅游方式不重要，只要自
己喜欢就可以。

袁婧觉得，要想让大家有
更加丰富的旅游体验，应该有
更多高质量的景点。

提升旅游体验，73.0%的
受访者建议尽可能放慢脚步，
感受旅游的乐趣；61.3%的受
访者建议合理地规划景区建
设，开发有特点的景点；61.2%

的受访者建议出发前做攻略，
规划好行程；43.2%的受访者
建议提高旅游服务水平，让游
客更愿意在景区中停留。

相比于旅行时的速度，蔡
阳更加在意旅行的质量。“我觉
得旅行的过程是最有意思的。
旅行时就应该好好看看美景，
品尝当地的美食，在街头走一
走，感受当地人的生活，让自己
短暂地远离生活的喧嚣和烦
恼。”

“每次要出门前，我都会上
网搜索别人的旅行日记、攻略，
这让我对即将去的地方更加憧
憬和期待。”安梦觉得，如果按
照攻略去一个个景点“打卡”，
有一种成就感，即使一些景点
没有预期中那么好，也不会觉
得失落，会当作旅途中的另一
种体验。 据中国青年报

“摘牌风暴”来袭
A级景区“有进有出”将成常态

只要速度不要质量？
“打卡式旅游”你怎么看

▶自7月底文化和旅游部对乔家大院等7家质量严重不达标或存在严重问题的
5A级景区予以处理后，各省区市纷纷展开对4A级及以下景区的复核检查。截至
10月15日，全国共有261家A级景区被处理，涉及127家4A级景区，其中，23家
4A级景区或申请退出评级或被“摘牌”。当“有进有出”“少进多出”成为常态，A级
景区品质如何保障？

记者梳理发现，在各
地被处理的A级景区中，
除了存在游客中心功能不
健全、管理人员不足、基础
设施简陋、标识系统不完
善、安全隐患突出等共性
问题，还有多家景区已丧
失文化属性和服务功能、
沦为纯商业机构，甚至停
业成为“僵尸景区”。

“如果不是特意去了
解，我压根不知道这是个
景区。”家住中韩边贸城附
近的山东威海市民周海告
诉记者，中韩边贸城是近
几年才出现的商业街区，

大多数当地人都不知道这
是“4A级景区”。周海说，
整个边贸城环境比较一
般，各类商店也没有太突
出的特色，只有外地人来
威海旅游会被大巴车带过
去买东西。“取消A级景区
完全可以理解，景区应该
提供更好的旅游服务。”周
海说。

记者拨打浙江被“摘
牌”景区的电话，几乎都处
于无法接听状态。浙江省
文化和旅游厅资源开发处
处长林卫兴告诉记者，浙
江4家被取消等级的景区，

一家停业1年以上已名存
实亡；其他3家景区已拆除
大部分旅游配套设施和休
闲娱乐项目，旅游功能基
本丧失。

业内人士指出，“摘牌
风暴”席卷各地，体现了地
方在权限内“刀刃向内”，不
护短整治旅游景区的决心。

中景信旅游投资开发
集团总经理助理方言认
为，这种“有进有出”的动
态化、常态化的退出机制
今后将成为行业管理的基
本逻辑，甚至将来有可能
出现“少进多出”的情况。

A级景区行业整治持续“加码”

近些年，国内旅游业
迅速发展，A级旅游景区
数量不断增长，截至2018
年年底，我国A级旅游景
区数量已达10300多个。
但不少受访从业者表示，
自4A级景区评定权下放
至省级旅游主管部门，部
分地方政府为提升政绩表
现、提高经济效益，在旅游
景区评级上把控不严，致
使当地A级景区数量增长
与质量提升速度不匹配。

山东大学文化和旅游
研究中心主任王晨光曾参
加编写《山东省A级景区
自由行手册》，其中收录了
四五百家3A级景区。他
说，客观上讲，这些3A级
景区的管理水平良莠不

齐，它们的评审权被下放
到具有优秀旅游城市资质
的市、县。“虽然监管上的
确更灵活了，但各个地方
对A级景区的标准尺度把
关各异，导致景区管理比
较混乱。”

此外，社会资本大肆涌
入旅游行业，不少旅游项目
开发商只关注产品输出，各
旅游平台则热衷于争夺流
量，旅游价值扭曲、信息不
对称等问题进一步加剧了
旅游资源错配现象。

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
资源开发处副处长刘朝禄
坦言，此次被摘牌的自贡
釜溪河文化博览园旅游景
区在创建之初，地方为了
创A级景区，给予大量投

入。“但景区后续交给公司
经营后，服务人员的服务
态度、意识跟不上游客需
求，景区服务中心无人值
守，造成游客越来越少，形
成恶性循环。”

而多头领导和条块分
割现象也为旅游行业管理
带来难度。以浙江普陀桃
花岛景区为例，目前景区
仍存在多个管理主体，4个
景点成为4个景区对外营
业，各自为政，缺乏整体性
和统一性。

部分受访人士认为，
面对景区存在的诸多问
题，不仅要处罚，更重要的
是惩戒之后要有调控机
制，为景区提出建设性建
议与系统化指导。

多重问题导致A级景区“有量缺质”

“打卡式旅游”已成为一种新的旅游方式。所谓“打卡式旅
游”，就是以到达旅游景点为目的，在不同景点之间快速穿梭，进
行走马观花式的旅游，并拍下图片、视频发到网上，随时记录旅
游过程。上周，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wen-
juan.com）对2000名受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81.1%的受访
者表示身边有不少人热衷“打卡式旅游”。57.1%的受访者觉得

“打卡式旅游”只为获得别人关注，旅游体验单一，42.4%的受访
者觉得这样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看更多的景点。

85后蔡阳（化名）是个旅
行博主，今年国庆假期，她和朋
友一起去了云南旅行。“我旅行
时喜欢慢节奏地游山玩水，这
样可以有更多时间感受旅游地
的文化和魅力。”蔡阳认为，“打
卡式旅游”像是一种快餐文化，

“感觉他们的旅游更像是在赶
任务，到了一个景点匆忙看看，
拍个照就赶往下一个。”

调查中，81.1%的受访者
表示身边有不少人热衷“打卡
式旅游”，其中22.2%的受访者
表示有很多，58.9%的受访者
觉得比较多。

在大连上学的袁婧觉得，
热衷“打卡式旅游”的人，把旅
游当做一种炫耀，所以会很在
意自己在朋友圈发的照片。“这
样旅游，很有可能到头来根本
不记得自己究竟去了哪里。”

调查显示，喜欢“打卡式旅
游”的受访者占30.7%，60.7%
的受访者喜欢深度旅游。交互
分析发现，00后中喜欢“打卡
式旅游”的人最多（42.5%），然
后是90后（33.7%）。

57.1%的受访者觉得“打
卡式旅游”只为获得别人关注，
旅游体验不好，55.5%的受访
者觉得这样的旅行浮于表面，
没法深度感受景区魅力。

也有不少受访者对“打卡

式旅游”表示认同，42.4%的受
访者觉得这样可以在有限的时
间内尽可能看更多的景点，
39.4%的受访者觉得可以发掘
和分享更多新奇的旅游景点。

“拍照‘打卡’也是一种记
录的方式，只不过现在有很多
社交平台，让人们有机会把旅
行照片分享给大家。”在北京上
学的95后安梦（化名）觉得，

“打卡式旅游”是一种正常的现
象，“我也会把别人分享的好
吃、好玩的地方，列为自己的旅
行目的地，去过以后再拍照分
享出去。”

袁婧觉得，景区文化缺乏
“灵魂”是“打卡式旅游”现象出
现的原因之一。“比如有的地方
因为拍了某个影视剧，带火了
一些景点，但这些景点和其他
地方的其实没什么两样。还有
一些在网络上火爆的景点，可
能就是入口设计得好，其实里
面没什么好玩的。”

对于“打卡式旅游”出现的
原因，62.1%的受访者归因于
生活节奏快，休闲放松时间有
限；60.3%的受访者归因于景
点拥挤，没有办法深度游；
42.1%的受访者归因于更多新
奇的景点被发掘，值得打卡；
37.0%的受访者归因于景区开
发不足，不能吸引游客深度游。

“摘牌”成旅游业转型升级新契机

81.1%受访者表示身边不少人热衷“打卡式旅游”

73.0%受访者觉得旅行时应放慢脚步，感受旅游的乐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