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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型 冠 状 病 毒

感染的肺炎疫情防

控 形 势 继 续 向 好 ，

一些景区近日逐渐

开 放 。居 家 许 久 的

人们期盼早日外出

散 心 ，呼 吸 新 鲜 空

气 。但 从 一 些 景 区

开 放 的 情 况 看 ，还

存在某些不尽如人

意 之 处 ，有 的 出 现

人 流 无 序 ，有 的 出

现 人 员 聚 集 ，有 的

缺乏必要的安全防

范措施。

安 全 有 序 对 旅

游 来 说 非 常 重 要 ，

尤其在疫情时期更

加重要。近日，多地

旅游管理部门发布

疫情期间旅游风险提示，提醒游客

健康出行、安全出行。尽管一些景

区已开放，但游客应根据自身健康

情况，合理安排出行。游客出行前

要精准掌握各种防控知识，密切关

注疫情发展；精准掌握出发地、途

经地和目的地的疫情状况，了解目

的地是否属于低风险区，旅游景区

是否开放、当地防控措施及外来人

员防疫政策等情况。

游客前往景区，在行程中要携

带必要的口罩、手套和消毒剂等防

护用品，及时做好个人防护，无论

自驾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全程都

要佩戴口罩，不要多人同时出行，

尽量避免与他人密切接触。游客进

入景区时，要关注告示牌，知晓防

控要求，配合景区工作人员安排，

进行实名登记。购买门票尽量使用

电子支付方式，减少现金的使用。

在景区游览时，确保与其他游客保

持安全距离。

安全是一把双刃剑，要从两方

面重视。景区要从游客安全着想，

因为曾暂停营业，景区重新开放时

要对索道、悬空桥梁、玻璃栈道等

设 施 进 行 全 面 检 查 ，做 到 万 无 一

失。同时，景区要提升服务水平，创

新工作思路，有效疏导客流，确保

景区运行井然有序。作为游客，更

要 把 安 全 放 在 第 一 位 ，应 懂 得 自

律，游玩时切莫忘记疫情防控，将

安全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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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之后，游客再次走进景

区，眼前会为之一亮吗？河北野三

坡风景区管理委员会主任马树起

告诉笔者：“我们将防疫期变为

‘ 闭 关 期 ’、修 炼 内 功 的‘ 最 佳

期’。适时转型是景区的唯一出

路。目前，索道、停车场、门区、游

步道等基础设施提升工程正在加

紧建设，五月份将以崭新面貌亮

相。景区将利用云计算、物联网、

AR/VR 等新技术，转向智慧化管

理模式。”

海昌海洋公园开启了云游览、

云课堂，线上讲解海洋科普知识，

线上线下互动，家庭儿童客群的

反馈非常积极。海昌海洋公园执

行董事兼行政总裁王旭光说，现

在海昌公园非门票收入已占到

35%，游客的需求是可以创造的，

未来潜力无限。

中国旅游集团研究院院长雷

海粟建议，根据旅游的社会性和

公益性特点，应将旅游景区纳入

到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架构当

中，特别强化在应急管理、公共救

援救助方面的功能，并搭建旅游

创新平台。

疫情之后，生活终将重归日

常。旅游景区将以崭新的面貌迎

接更多游客。中国旅游研究院院

长戴斌表示：“未来的景区应当是

安全的、健康的和生态的。未来的

景区必须让游客感到生活的温暖

和服务的品质。未来的景区也应

当是科技支撑和研发驱动的数字

化空间。旅游景区必将走向高质

量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人民日报海外版》赵珊）

因地制宜 科学创新

景区开放不搞“一刀切”

据旅游行业分析，受疫情影

响，春节期间全国景区收入损失

巨大。面对沉重打击，景区没有失

去信心。中国旅游景区协会会长、

中国游艺机游乐园协会会长姚军

表示，景区已逐步开放或准备开

放，坚持防疫和复工两手抓，尽可

能减少疫情带来的损失，实现行

业的重启、复苏和振兴。

疫情不仅造成景区停业，还对

旅游市场、出游信心、出游方式等

带来巨大冲击。游客出游意愿的

恢复，将伴随着疫情防控形势逐

步恢复。旅游市场的恢复也需要

较长过程。因此，重振游客和市场

的信心是复工阶段的重点。

“虽然全国上下复工复产，由

于旅游景区疫情防控的特殊性要

求，即使景区开放了，市场的恢复

也需要经历一个漫长过程。”中国

旅游协会休闲度假分会副会长、华

侨城旅游研究院院长王刚表示。

在清明上河园董事长王爽看

来，“信心比黄金还重要，在疫情

面前，我们最重要的是坚定信心，

现在把内功练好，相信文旅行业

的朝阳会再次升起。”

黄山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章德辉认为，疫情导致景

区暂时关停，并不能否定景区所

具有的坚韧和生命力。景区应坚

信旅游发展的基本面没有变，人

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没有变，旅

游产业转型升级的方向没有变。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逐步向好，

一些景区陆续实现了复工开园。2

月底，文化和旅游部下发了《旅游

景区恢复开放疫情防控措施指

南》，中国旅游景区协会也提出了

“严格管控、有序开放、因地制宜、

科学复工”的建议。中国旅游景区

协会副秘书长周莉媛提醒说：“疫

情防控仍是景区当前的首要任

务，景区开放一定要符合各地防

控要求，遵循有序受控的原则，在

确保疫情防控到位，确保游客员

工安全的前提下，依各景区的自

身条件有序开园，不跟风，不搞一

刀切。”

章德辉认为，旅游景区恢复开

放要遵循规律。市场全面恢复一般

在疫情解除两三个月后。景区全面

恢复必须以旅游客源地与目的地

交通以及各类接待服务设施等产

业链的全面恢复为前提。旅游景区

之间不必争先恐后抢跑赛道。

当前景区复工急不得也缓不

得。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首席专

家、中国旅游协会休闲度假分会

会长魏小安说：“主动抢跑可能会

弄巧成拙，风险防范不可心存侥

幸。疫情过后的旅游，不是复苏，

而是振兴。只有按照旅游市场新

的追求和消费方式新的变化，谋

求创新，这才是希望所在。”

云南省旅游景区协会会长葛

宝荣分析：“有的景区天天盼开

放，开放后又出现新烦恼，防护成

本大，接待要求高，客人却没多

少。因此，景区不要盲目开放。景

区恰恰可利用这个时机思考，要

想生存，就必须主动创新。”

“要逐步恢复经营，欲速则不

达，不能急于求成，把基础做扎

实，后面发展就会较快。在恢复

期，我们需要做的是提升品质、创

新产品。”苏州高新旅游集团董事

长顾俊发认为。

春暖花开时

北京 公园景区采取多措施
确保游客量不超过往年同期40%

笔者近日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

化和旅游厅获悉，截至目前，新疆共

有 131家A级景区陆续恢复运营，游

客需遵守佩戴口罩、测量体温、持健

康出行卡、排队间隔 1.5 米等疫情防

控措施。

作为新疆的旅游名片之一，国际

大巴扎景区已正式开门营业，景区内

的大巴扎步行街、大巴扎二期符合开

业条件的 1000多家涉及餐饮、干果、

服饰、手工艺品的门店陆续开门迎

客。此外，乌鲁木齐市红山公园等 29

家公园、广场、绿地也恢复开放。

新疆部分景区在疫情防控期间

还设置了游览时段。天山天池景区

恢复开放，每日开放时间为 10 时至

17 时 ，每 日 接 待 游 客 量 暂 不 超 过

3000 人，除特殊证件优惠票外，所有

入园游客需网上实名制购票。赛里

木湖景区在疫情防控期间每日开放

时间为10时至 20时。

吐鲁番市的库木塔格沙漠景区、

火焰山景区、吐峪沟景区、交河故城、

高昌故城等均恢复营业，除佩戴口罩

测量体温网上预约购票外，各景区、

景点日接待游客量不超过已发布承

载量的50%。

可可托海景区、可可托海稀有金

属国家矿山公园景区、塔拉特民俗

村、克拉玛依市世界魔鬼城景区、帕

米尔旅游景区等也陆续恢复运营。

（本版编辑综合）

近期，随着天气转暖，前往公园

景区户外活动的市民人数呈增加

趋势。笔者近日从北京市园林绿化

局获悉，全市公园风景区近期进一

步加强了疫情防控，将通过限流等

综合措施，确保游客量不超过往年

同期的 40%，避免人员聚集，保障

游园安全。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有关负责人

介绍，1 月下旬以来，全市公园风景

区取消了包括庙会在内的所有大型

活动，全面落实各项防控措施，客流

量持续低位运行，市民游园平稳有

序。为应对近期市民出游量增长，全

市公园风景区正通过升级购票方式、

加强门区接待、园内疏导和协调交通

等措施，持续加强各项防控工作。

按照北京市园林绿化局要求，有

条件的公园将推出二维码或预约购

票等非接触购票方式，现场售票窗口

要做好定期消毒和隔离防护，除体温

检测、门区设施定期消毒等措施外，

还要通过加强巡查巡视、标语广播等

多形式提醒游客“戴口罩、勿扎堆、不

吐痰”，保持安全距离，把“一米线”

规则升级为规定动作。同时，对卫生

间等公共区域及时消毒，保持空气流

通；加强停车引导，通过设置交费二

维码，鼓励停车游客提前电子缴费，

避免排队拥堵。

为做好客流管控，各公园景区还

将与属地公安、交管部门联动，实施

远端游客疏导，并采取限流等措施，

保证园内游客量控制在往年同期的

40%以内。此外，全市各级园林绿化

部门还加强了对小微绿地、休闲公

园、郊野公园等公园绿地的卫生保洁

和消毒。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还提醒市民

游客，及时掌握出行信息，错峰出行，

避免人多拥堵；在公园景区游览时须

戴好口罩、保持距离，不聚集、不扎

堆，做好自身防护，避免在门区、公共

卫生间等区域长时间停留，积极配合

疏导工作，有序游园。

笔者近日从四川省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十四场新闻

发布会上了解到，四川全省679家A

级旅游景区已限流开放 218 家，占

比超过三成。

四川在分区分级精准防控的基

础上，推动文化旅游场所“有序、受

控”开放。截至 3月 11 日，四川全省

679 家 A级旅游景区已限流开放成

都武侯祠博物馆、成都杜甫草堂博物

馆、都江堰-青城山、稻城亚丁等218

家。四川已限流开放的景区均建立了

公共卫生安全和安全突发事件疫情

防控预警机制，设有隔离观察区，提

倡无接触游览，无聚集性活动。四川

已经复工的重点文旅项目达338个。

据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

员、副厅长严飒爽介绍，四川已经推

出一系列文旅消费优惠政策。四川

全省的旅游景区、国有专题博物馆

和部分民营博物馆、国有文艺院团

演出将对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和警

务人员实行年内免门票优惠政策，

对其直系亲属实行票价7折优惠。四

川部分景区将适时对全国游客免费

开放一段时间。

笔者了解到，疫情期间，为缓解

旅行社现金流紧张情况，支持旅行

社应对经营困难，四川已暂退 522

家旅行社质量保证金 1.31 亿元。四

川省文化和旅游厅指导对文旅从业

人员线上培训超过 7 万人次，并协

调有关部门加强对文旅企业的财

政、金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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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旅游景点陆续恢复开放
随着国内疫情逐渐好转，多个地区的景区开始逐步恢复开放。据统

计，截至 3 月 11 日，全国 5A 级景区开放数量超过 100 家，占 5A 级景区总

数的近 40%。但由于疫情仍未结束，目前已恢复开放的景区都在积极采

取相关的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与远方诗

春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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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妥开放

创新发展

近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全国各地的景

区也开始逐渐恢复营业。

日前，文旅部发布了《旅游景区恢复开放疫情防控措施指南》，指导各地

旅游景区控流量、防聚集、严防护，推动各地景区继续实施疫情防控，稳步做

好恢复开放工作。全国各地纷纷响应，出台了相关办法，有序恢复景区开放。

新疆

全国景区逐步进入“防控型复工”阶段。3 万多家旅游景区是中国

旅游业的龙头，中国旅游景区协会、中国游艺机游乐园协会近日联合

中国旅游研究院成立旅游景区主题公园振兴合作机制，推进景区疫

后的复苏振兴，关闭的景区开始按下“重启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