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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一场演唱会奔赴一个城市，街区休闲变成
“City Walk”，越来越多景区主打沉浸式体验……今
年暑期，人们出游热情极大释放，文旅市场既延续传
统旅游旺季的火热，又呈现新业态、新需求下的满满
活力。

全家出游、各取所需，文旅市场持续火爆

　　“孩子想去比较酷的地方，孩子爸爸注重吃住品
质，我主要想购物，因此选择去澳门玩了一周。”结束
暑期旅行，上海市民黄明凤意犹未尽。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8月底公布
的数据显示，7月份酒店业场所住客同比上升3.4倍，
达到127.9万人次，客房平均入住率89.0%，超过七成
住客来自内地。
　　不仅澳门，这个暑期，全国各地都游客云集。从
一半以上客人来自外地的大连金石滩国家旅游度假
区，到游客接待量创历史新高的黄山风景区；从刚刚
开馆的三星堆博物馆新馆，到提档升级的重庆八一
路好吃街，人们纷纷奔赴远处的风景，熙攘的人流彰
显红火的人气。
　　全家出游、各取所需，是今年暑期旅游的一大
特点。
　　暑期重叠暑假，学生客群激增，各大景区多见携
家带口场面。飞猪数据显示，对比去年，“80后”带娃
出游客群是今年暑期增长最多、规模最大的出境旅
行人群。携程数据显示，暑期机票订单中，亲子游机
票较2019年同期增长56%。
　　多元的出游人群，选择多元的文旅项目：未成年
人以研学游为主，注重旅游中的历史文化含量；年轻
人更喜潮流玩法，“村超”、国风国韵备受青睐；中老
年倾向“慢生活”，健康疗养、山间避暑、海边度假抚
慰日常辛劳。
　　中国旅游研究院此前预测，6至8月，国内旅游
人数达18.54亿人次，占全年国内旅游出游人数的
28.11%；实现国内旅游收入1.2万亿元，约占全年国内
旅游收入的27.46%。
　　“今年暑期将是5年以来旅游市场最为活跃、旅
游消费最为旺盛的时期。”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
认为，过去一段时间积压的旅游需求在暑期得到集

中释放，各地各行业促假日消费相关举措叠加显效。
供需双方一齐发力，共同营造适宜出游、愿意消费的
市场环境。

影院满、演出旺，文旅消费注重品质

　　《孤注一掷》《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八角笼
中》《热烈》……这个暑期，热片不断，既有关注当下
的现实主义电影，又有充满想象力的奇幻佳作，观众
直呼目不暇接。
　　据灯塔专业版实时数据，截至8月28日，2023年
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超200亿元。“最热暑期档”已
成定局。
　　除了电影院，以演唱会、音乐节为代表的演出市
场，也成为暑期消费热点。北上广等大城市的演出
场馆甚至供不应求。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
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说，通过研学游、音乐会等爆火文
旅产品，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被进一步推动，凸显出
精神文化需求的高涨。
　　“为一场演唱会奔赴一座城市”不仅成为一种文
化现象，更展现强大的乘数效应。抖音2023暑期文
旅数据报告显示，暑期音乐节、演唱会相关话题播放
360.7亿次，活动带动武汉景区游玩订单环比增加
72%、销售额环比增加86%，带动西安景区游玩订单
环比增加70%、销售额环比增加92%。
　　演出热背后，是人们对旅游产品文化内涵水涨
船高的要求。从苏州园林开启夜游模式，到北京46
家博物馆暑期取消周一闭馆以方便游客参观；从上
海teamLab无界美术馆主打沉浸式艺术展览，到西
安曲江新区推出6条电影《长安三万里》同款暑期研
学线路……旅游的形式，早已不限于游山玩水。
　　“在需求侧，当前居民更乐于消费愉悦身心的服
务项目。”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决策咨询部形势室主
任郭丽岩表示，从电影院到演唱会，文娱消费需求加
速转化成实际消费支出，有力提振文旅产业优化
革新。

更融合、更细分，文旅产业不断创新

　　回应市场热点，暑期中创新文旅产品不断涌现，

引领文旅产业潮流风向。
　　文旅融合向纵深推进———
　　暑期以来，甘肃嘉峪关关城景区热度持续上升，
日均游客量达到2.5万人次左右。
　　“景区通过大明将士出关实景演出、仿古通关体
验等项目，让游客全方位沉浸式感受独特的边塞文
化。”嘉峪关关城景区开发经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曹
文娟介绍。
　　挖掘历史故事、增加高科技项目、推出主题演
艺……越来越多景区意识到，为旅游赋予更多文化
价值是必由之路。
　　携程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谢晓青认为，暑期文旅
热点启示，今后应当加强文旅深度融合，积极推动数
字化转型，利用科技手段提高旅游服务的质量和效
率，同时布局虚拟旅游和在线文化活动。
　　群众需求向细分发展———
　　在福建泉州，10条“泉州古城City Walk”漫游线
路于暑期推出，同样的街区漫游，却可以满足游客从
感受世界文化遗产到体验当地特色小吃的多种诉
求。专家指出，提供更有个性、更细分的旅游产品，
有助于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
　　厉新建提到，要加大文商体旅等领域的融合力
度，以更丰富多样的产品供给、更贴近市场需求的产
品创新、更灵活多变的供给机制激发市场潜力。
　　文旅行业向高质量迈进———
　　7月24日，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发出通知，要求
切实提升暑期旅游景区开放管理水平，更好满足人
民群众旅游需求。
　　暑期文旅市场火热，但不少博物馆一票难求、演
唱会门票“秒光”等现象，也反映出高质量文旅产品
的稀缺，市场呼唤加强供给。
　　在郭丽岩看来，统筹推进现代化市场基础设施和
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持续提升体育休闲文旅健康
消费服务的质量和水平，有助于文旅行业良性发展。
　　“从提振消费信心上讲，我们要以游客满意度为
导向，在旅游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方面补短板、修复
旅游产业链，让广大游客有风景可看、有场景可游，
为即将到来的中秋、国庆假期做好准备。”戴斌说。
          （新华社北京8月31日电）

2023年暑期文旅市场盘点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徐壮

　　改善学校-家庭-社区视觉环
境、落实日间户外活动2小时和体
育锻炼1小时、每学年开展视力不
良筛查不少于2次……30日，国家
疾控局印发《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
公共卫生综合干预技术指南》，从
公共卫生维度提出推进儿童青少
年近视防控适宜技术和综合干预
措施。
　　近年来，我国儿童青少年近视
呈高发、低龄化趋势。中国疾控中
心监测数据显示，2018年至2021年
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波动
下降，取得积极进展，但近视低龄
化是防控核心难点，要实现2030年
防控目标还需持续加力推进。
　　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是一项
系统工程。指南明确，要坚持三级
预防策略，加强一级预防，推进二
级预防，落实三级预防。其中，在
一级预防环节，围绕近视病因理论
最新进展，指南提出近视风险行为
监测评价与干预、学校-家庭-社
区视觉环境改善、日间户外活动2
小时和体育锻炼1小时、师生家长
全员健康教育等具体公共卫生干
预技术。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视光中
心主任医师王凯表示，控制用眼时
间和距离、加强良好光照下户外活
动是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的核心。
指南提出的“落实校内1小时日间
户外活动”“紧抓校外1小时日间
户外活动”引发业界共鸣，做好这
两件事重在“家校联动”。
　　学校上下午各安排1个30分
钟的大课间活动、班级“护眼小卫
士”督促同学课间10分钟走出教
室、推荐儿童青少年全程或阶段性
走路上学、鼓励家长周末及节假日和孩子走向大自然、通过近视
防控主题班会等形式普及近视防控知识……指南给出许多具体
实施措施与建议，提升可操作性。
　　在二级、三级预防环节，指南提出注重视力健康筛查，加强近
视分级管理，做到早预警、早发现、早诊断，建立近视风险预警模
型；做好近视分级与矫正，科学配戴眼镜，对存在眼底病理改变和
其他并发症的儿童青少年，家长要及时带孩子到专业医疗机构经
专科医生诊治。
　　“指南提出的‘三早’，立足更好地从源头控制眼部疾病的发
生、发展。”贵州省人民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张建勇认为，青少年
眼健康需要医防协同，共同呵护。
　　指南明确，专业机构在筛查学生视力时，对发现高度近视及
近视进展快速的儿童青少年要及时提供转介服务，实现公共卫生
与临床矫治的融合。
　　安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管理学院院长陶芳标表示，此次出台
的指南，不仅为公共卫生机构专业工作者提供了可推广的具体公
共卫生干预技术，同时也总结评价了《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
实施方案》5年来实践经验和近视防控最新科研成果。指南以日
间户外活动和体育活动作为主要抓手，可促进儿童青少年近视、
脊柱弯曲异常、超重和肥胖等多种疾病的同防同控。
　　有了高质量的技术指南，加强过程评估和效果评价十分重
要。根据指南编写说明，各地应综合施策，及时解决实施过程中
出现的困难和问题，探索具有地方特色的近视防控公共卫生综合
干预行动方案。在落实近视防控综合干预行动的同时，加强过程
评价工作，将定性和定量研究结合，全面分析近视防控综合干预
行动的可及性、有效性等，实现干预过程与效果评价的统一。
               （新华社北京8月3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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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为扎实做好省级病媒生物防制专项技
术测评工作，8月29日，新区召开病媒生物防制工作
推进会。
  会议传达了全市省级病媒生物防制专项技术
测评工作安排会会议精神，对病媒生物防制工作
的重要性进行解读，并对省级病媒生物防制专项
技术测评方式做了具体说明。新区提升办对近期
病媒生物防制督查情况进行通报，对各点位近期
检查出的问题进行梳理，进一步明确了各行业部
门责任分工，以确保后期相关工作稳步提升，再创

佳绩。
  会议要求，各行业部门要严格按照《铜川市病媒
生物防制重点工作安排》进行全面排查，各街道办积
极组织辖区内社区（村）充分发挥社区专（兼）职人员
力量，组织开展室内外环境卫生综合整治，坚决消杀
卫生死角；各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完善病媒生物防制
工作资料，严格按照测评要求，逐项查漏补缺，确保
资料全面无遗漏；加大对餐饮门店、便民市场、垃圾
场、废品收购站、建筑工地等重点区域病媒生物防制
工作的督查和整治力度，配齐三防设施，加大消杀

力度。
  会议强调，一是思想要统一，责任要压实。病媒
生物防制工作是国家卫生城市工作中的一项重要组
成部分，各行业部门要充分认识做好病媒生物防制
工作的重要性。增强行业管理协调配合意识，进一
步增强做好病媒生物防制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二
是任务要明确，行动要坚决。各行业部门要夯实属
地管理责任，主动认领任务，围绕新区病媒生物防制
46个重点点位，以点带面，全面抓好病媒生物防制各
项工作；三是督查要细致，参与要全面。各行业监管
部门要发挥行业指导职能，加大督查力度、宣传力
度，号召干部职工和居民群众投身到病媒生物防制
工作中来，形成全面参与的良好氛围，以严督严查促
进病媒生物防制各项工作全面达标，努力向辖区群
众交一份满意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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