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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文化“买”回家
本报记者 李佳霖

舌尖上的大生活
本报实习记者 郑 芋

一票在手，说走就走
本报记者 杨晓华

讲故事
“小时候，政府大院旁的招待所，单独的房间、洁白的床单、簇新的暖水壶，虽

然房间里还没有独立的卫生间，却已是县城里最‘豪华’的地方。”一个普通的招待

所，成为“80后”公务员李女士对于“酒店”一词最初的记忆。

媒体从业人邵先生经常带着家人假期旅行，最近民宿成了他的新选择，“上一

次出游我们选择了黄山的一家民宿。民宿主人从北京辞职，专门来此把徽派小院

改造成梦想中的样子，夫妻二人一边经营一边生活。住下来的客人在小院里听着

他们的故事，仿佛在拜访一位多年不见的老朋友。”

看变化
1979年，中国入境人数达到 420万人，而当年北京仅有 7家涉外饭店。同年，

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会议提出，“每个省建一家旅游宾馆”。

随后一批耳熟能详的大酒店横空出世：如广州白天鹅宾馆、中国大饭店、北京

建国饭店、南京金陵饭店……随着改革开放，旅游业迅速崛起，中国旅游住宿业经

历了“奔跑式”的高速增长。截至 2017年底，全国星级饭店统计管理系统中共有

10645家星级饭店，其中一星级 82家，二星级 2026家，三星级 5166家，四星级 2525

家，五星级846家。

然而品质有保障但价格不亲民的高星级酒店并不适合所有人。2002年，如家

快捷连锁酒店诞生。干净舒适且价格亲民的快捷酒店用了不到10年的时间，迅速

在全中国遍地开花，达到8000家之多，成为住宿业的“中流砥柱”。而随着我国的消

费结构持续优化升级，消费方式不断创新发展，大住宿业市场愈发细分，酒店、民宿、

短租公寓等更是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消费载体。无人管理的“胶囊酒

店”让人随时随地在机场、车站补觉；房车的流行,可以带着“家”游在路上；科技赋

能，在线选房、入住“刷脸”，住宿方式变得便捷和简单。

在酒店方面，度假酒店开始出现，旅游的目的地不再是城市，而是在鸡犬相闻的

村落，湖畔山谷雨林，在海南的海边、浙江的古镇、四川的山巅……一大批“生活在别

处”的度假型酒店开始出现，为城市人群打造了逃离城市的“伊甸园”。

行走在旅途中，每一个美好的夜晚都能为下一段路程充电，而每一次特别设计

的住宿场景，也将成为美好生活的新体验。

聊成就
中国旅游研究院产业研究所所长 杨宏浩

作为居民消费的重要载体，住宿从“有的住”向“住得好”升级。住宿业正在从高

速度增长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型，住宿业服务品质和产业发展质量将会进一步得到

提升。未来，大住宿业的发展引领着民众生活方式的改变，在国家大力发展优质旅游

的前提下，更多创新业态将不断涌现:住宿业态主题化更加鲜明；数字化、智能化成为

标配；人工服务将成为奢侈品……相信随着行业的不断创新，住宿业将成为拉动国内

经济的强力“助推器”。

讲故事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海螺沟，爷爷曾讲过，当初甘孜马帮盛行，每家每户至少都有一

匹骡马，作为家中运输和挣钱主力。爷爷作为马帮的一员，亲眼见证着海螺沟冰川从当

初名不见经传，仅靠驴驮马背才能进入，变成如今仅国庆1天就可接待游客1.5万人次

的5A级旅游景区。他总爱说，换做以前，需要多少马才能将这么多人全部驮进海螺沟

哦！”网友一棵草说。

看变化
一部旅游史，近乎一部交通史。旅游从物理上来说，首先是旅行者地理方位和活动范

围的变化。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人旅游生活的巨大变迁，正是以交通的进步作为基础。

新中国刚刚建立的时候，百废待兴。大城市的交通工具相对简陋，而全国铁路一半

处于瘫痪状态。即使有如故宫和八达岭长城这样的景点陆续开放，但对绝大多数人而

言，旅游仍然是遥不可及的远方。

上世纪 70年代，逐步形成的全国铁路网骨架，令一部分人的活动范围迅速扩大。

改革开放是中国旅游交通发展史的巨大转折点。1982年中共十二大提出“北战大秦，

南攻衡广，中取华东”的铁路大动脉建设战略。2003年，原铁道部设计出了“推动中国

铁路跨越式发展”的总战略，中国铁路大规模建设拉开序幕。到2018年末，中国铁路营

业里程达到13.1万公里，比1949年末增长5倍，其中高速铁路达到2.９万公里，占世界

高铁总量60％以上。从绿皮车到黄皮车再到和谐号和复兴号，中国铁路翻天覆地的变

化为中国旅游构筑起巨大的时空转换通道。

高速公路交通现代化是另外一个主要标志。从1988年 10月 31日沪嘉高速公路建

成通车，全国许多省区都在地区内修建中短程高速公路,形成覆盖全国的高速公路网。

截至2018年 12月 28日，中国高速公路总里程已达14万公里，位居全球第一。

民用航空的发展是旅游业的又一大标志。1950年，新中国民航初创时，仅有30多

架小型飞机，年旅客运输量仅 1万人次。2018年，中国民航旅客运输量达 6.1亿人次，

全行业飞机达6053架，我国定期航班航线总数为4945条，新辟国际航线167条。全国

颁证运输机场235个，其中旅客吞吐量千万级机场共37个。

这并非中国旅游交通的全部。直到1986年才允许私人拥有汽车，到2018年私人汽

车保有量达2.05亿辆，将家庭出游拓展向新空间。

昔日的自行车大国，成为汽车消费大国，也成为旅游大国。

聊成就
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窦文章

随着旅游业的整体壮大，旅游交通作为一个重要的产业分类和学术分类，得到产业

界和学术界的一致关注。近些年来，旅游交通客运、旅游交通接驳、旅游交通产品、旅游

公路、旅游交通标识以及相关配套旅游交通服务设施等均得到了长足发展。发展旅游

交通事业要面向生产主线、面向国际化大趋势、面向市场大方向，积极拓宽新业态，发展

“旅游+交通”的大时代。

讲故事
“1990年，我评上了优秀教师，单位给的奖励是去云南旅游。那年暑假，我带着单位开

的介绍信和家人踏上旅程……我们马不停蹄，甚至夜里都在赶路，只为抓住这难得的出行

机会把祖国的大好河山尽收眼底。”河南南阳某中学退休教师周爱华说。

嘉兴某琴行“80”后职员王青的旅行都是自己选择：“我每年都要出游几次。去年 3

月，我开始了定制游，不跟团、无购物。在江西南丰，我每天睡到自然醒，然后慢慢逛。定

制行程中，我在南丰石邮傩文化古村里，白天晒太阳、品蜜橘，夜晚和村民一起观看傩舞仪

式表演，仿佛进入了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

看变化
解放初期，国内旅游以小规模差旅和公务活动为主，旅游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只是遥远

的概念。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居民收入显著提高，人们才有了

旅游意识，国内游市场开始形成。

上世纪90年代后，随着双休日制度、黄金周的实行，百姓不仅有钱还有“闲”，成团的

观光旅游成为人们休闲的主要方式之一。那时，北京故宫、安徽黄山、广西桂林等风景名

胜出现在报纸、杂志，电影或电视里，令人向往。人们一窝蜂地奔向这些知名景区，报个旅

游团，“下车拍照，上车睡觉”的旅程累并快乐着。

随着旅游阅历不断增长，走马观花的跟团游已不能满足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期待和

追求，定制旅游越来越成为现下大众的普遍需求。在文化和旅游融合背景下，文化为定制

旅游精准对接游客的个性化需求、为游客提供高品质体验的旅游产品，发挥了重要作用。

各类文化主题的体验游、深度游、研学游等定制旅游产品和线路不断涌现，文化休闲游成

了国人主流的旅游模式。

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红军长征85周年之际，各大红色旅游景区持续升温，长征主题

的旅游产品琳琅满目。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在假期带上孩子“重走长征路”。红色旅游的

升温既是红色基因传承的需要、国情教育的需要，更是每一个普通人用旅游的方式对那些

为了今天幸福生活而献身而奋斗的高贵灵魂的深深敬意。

聊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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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往行色匆匆、走马观花的旅游正越来越多地在向惬意休闲、深度体验转化，旅游

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也越来越成为人们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从“想旅

游”“难旅游”到“能旅游”“优旅游”、从“有没有”到“好不好”、从手续繁杂到“说走就走”，

旅游业历经70年巨变，翻开了发展新篇。“行万里路”不再是简单的行走，开心快乐之外，

更多是对意义的追求，是对人生的感悟，是对生命的丰富。这些意义和感悟往往蕴含在

千百年绵延传承的文化中，也成了今天旅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讲故事
“上世纪 80年代初，私人自费旅游很少，各方面的商品都比较紧缺，出差到某

个大城市，会购买短缺的、物美价廉的商品。现在，无论走到哪里，更希望买到有

设计感、有地域特色、有收藏性和实用性的东西。”山西太原退休员工高凤梅说。

今年 24岁的孙梦阳刚刚参加工作不久。她和身边朋友在选择购物地时，经常

会参考某些短视频网站、社交媒体上的推荐，去“网红地打卡”购物成为年青一代

旅游的新潮流。“我们爱去‘网红’商场，还有一些综艺节目或者影视剧里出现过的

购物地，可以体验一把明星同款。”孙梦阳说。

看变化
70年来，不同年代的旅游者在购物方面的习惯也在发生着变化。

新中国成立后，旅游是外交接待的一部分。旅游相关的工艺品、艺术品、特产，都

是外界观察中国的一扇窗，是旅游事业的伴手礼。到1979年后，旅游产业率先开放，

各地的物产成了旅游的核心吸引力，也展示了古老中国旅游的重要魅力。购物消费，

留下记忆，保存旅游体验，成为中国人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旅游商品的研发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知识产权保存不利导致一种产品刚

推出，就各地都是。到了新时代产生新转变，这几年，一些让人眼前一亮的商品以及

销售方式进入游人视野。这些商品和销售方式与体验相联系，与情感相连接，与技

术相关联，如很多成为“爆款”的故宫文创产品。而且随着旅游频次的增加、购买商

品的方便，购物也从特色纪念品向生活日用品转变。

随着科技的发展，旅游购物的支付方式也在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从计划经

济时代的凭票购物，到现金交易、刷卡结算，再到移动支付的盛行，商家在方便收款

的同时，游客也得到了更加便捷的购物体验。在旅游时，大到上千元的物品，小到几

块钱的小玩意儿，只要用手机扫二维码，随着“嘀”的一声，游客就能把买到的物品带

回家。

聊成就
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秘书长 金准

经过70年发展，旅游购物发生巨大变化：一是随着旅游的不断发展，形成了文化

和旅游交融的载体；二是培养了游客的消费习惯，通过“钱和脚”奖赏目的地的创意和

产品，用这种方式保存了地方的特产、工艺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三是旅游零售不断转

变，旅游接待消费需求也在不断随着时代变化。 讲故事
“以前进公园就是看景，天黑了回宾馆睡觉；现在从早玩到晚，迪士尼乐

园刺激、新鲜，玩两天都玩不够。”刚陪孙女去了上海迪士尼乐园回来的刘大

妈如是说。

“我追求的旅游不只是看山山水水，还应该体验一个地方的风土人情，把

它的文化韵味留在心里。所以每到一个地方旅游，我除了看景和吃住，晚上看

演出也是必备项目，它们帮我更好地了解当地文化。”文艺青年周峰表示。

看变化
上世纪 80年代，全国国内旅游工作会议提出积极稳妥发展国内旅游的方

针，旅游业自此进入快车道。如何在自然风光之外，为景区增加文化活动、文化

内涵，一直是行业探索的大方向。

主题公园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兴起的一支娱乐探索小分队，其拥有丰富的文

化内核与整体化的娱乐模式，受到游客喜爱。国内最初涉足主题公园产业的时

候，运营商只有华侨城、长隆、华强方特、海昌等少数几家。而如今，据相关资料显

示，目前中国主题公园数量达2500多家。

到上世纪90年代，许多主题公园、特色景区纷纷创新。1996年，深圳“锦绣中华

景区”打造出中国第一台夜间的实景演出作品《中华百艺盛会》，开辟了夜间旅游的

先河。后来这一模式在全国范围内得以广泛运用和延续，如游客所熟知的“印象”和

“山水盛典”系列实景演出等，都成为吸引游客“住下来”的灵丹妙药。杭州宋城景区

的《宋城千古情》自1997年开演至今，累计演出2.6万场，接待游客7700万人。如今，

“千古情”系列演出在多个城市落地开花。

“文化+科技”，是娱乐永恒的两手底牌。当下各景区正积极探索科技演出，如上海

欢乐谷斥资1亿元制作的水幕灯光秀、北京古北水镇的无人机孔明灯演出，都大受游客

欢迎；VR和高科技影院的触角也悄无声息地在景区广泛扎根；体现旅游高科技的“飞

越”技术，也在国内乐园中显示了惊人吸引力。

当下，景区的文化娱乐内容，在5G、3R、AI等尖端科技的加持下，正在走向全面创新的

时代。

聊成就
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委员会会长 崔兴亮

旅游演艺是旅游景区品牌的重要内容，是旅游景区产品的重要组成。在合适的地点、合

适的环境做旅游演艺项目对于旅游景区发展是锦上添花。

中国旅游演艺的升级改版、换代更新，要更多地深入生活，因地制宜，创作和建设一批大

小结合、动静结合、观众喜欢、鼓舞人心的优秀旅游演艺项目和作品。

（本版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旅途的夜，睡在哪儿
本报记者 李 琤

我的旅行，我做主
本报记者 张 婷

吸引眼球，玩出心跳
本报记者 郑 洁 鲁 娜

◀上世纪50年代粮票

▲如今的美食种类丰富多样

▲车站旅社曾是出行首选

▲如今，民宿格调品位也在提升。

绿皮车曾是人们远途旅行的主要

交通工具▶

▲红色景区游人如织

▲1990 年，年轻夫妻在桂林旅游身

穿民族服装留念。

▲高铁大大改变了游客出行时空感

改革开放前，顾客在购物。▶

▲文创产品深受游客欢迎

▲《宋城千古情》剧照

▲上世纪 70年代游人在湖上泛舟

讲故事
陕西省石化厅退休干部顾超回忆起旅途中的食物，他说：“1979年，我带着刚

满7岁的儿子去北京出差，住在了前门附近的旅社。当时北京小吃特别少，拿着

地图也找不到哪里有好吃的，为了省钱我们就连续吃了5天饺子。之后儿子很长

时间都不愿意再吃饺子了。”

“00后”的邵可欣经常和父母一起旅行。除了预定好酒店外，她会提前把旅

行中的美食攻略做好。“2013年在台湾省，我和妈妈把士林夜市、宁夏夜市都体

验了一番，我觉得美食夜市就是台湾的代名词。”邵可欣说。

看变化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饮食业随着物料丰富、不断创新，美食充实着

人们的生活。作为旅游的标配，美食成为旅游体验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然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物质匮乏，食品短缺，追求美食成为一种奢

求。改革开放后，食品供给实现了从匮乏到富足的转变，居民食品消费水

平大幅提高。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餐饮收入超

过4万亿元，是1952年的 3029倍，年均增长12.9%；餐饮收入占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比重由1952年的5.1%提升至2018年的11.2%。

以前，在外就餐考虑最多的是哪家的菜便宜实惠，如今消费者更注重

哪家的菜有特色、就餐环境好。不仅如此，团购、外卖、订座、点评……“互

联网+”在餐饮行业得到全面渗透和深度扩展，餐饮企业通过中央厨房、固

定配方、统一采购配送等现代管理方式实现了产品标准化。

一条条承载城市饮食灵魂的美食街，在时代的浪潮中兴起、重

生；餐桌上的食物从匮乏到丰富多样；餐厅里的美食从单一菜系到囊

括全球特色……

风云七十载，城市的美食地标在不断更迭、变换；人们对吃的追

求越来越高，餐桌上的小天地也变得五彩斑斓。从单一到丰富，从

充饥到健康……在“食”代变迁中，餐桌文化记录着百姓生活水平

的不断提高，折射出了中国人生活品质的变化。

聊成就
中国饭店协会秘书长助理 张翔

随着中国餐饮市场的不断变化，未来的餐饮企业将会在服

务中与时俱进。餐饮企业如今有了更多的社会责任——为大

众消费市场提供更高品质的服务和产品。在这个过程中，餐

饮企业将服务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创建绿色餐馆，为

环保事业作出贡献，为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作出贡献。

自古以来，人类总是保持着对未知世界的好奇，渴望走出自己熟悉的空间：

在高山大河间跋山涉水，在浩瀚无垠的大海上乘风破浪，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纵

马驰骋……从陆地的此端走向彼端，从大洋的此岸前往彼岸。

行走，去追寻远方的风景，一路寻觅、欣赏，一路释放、解脱，一路积累、沉

淀。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的远行，随着经济的发展，也带动着旅行方式在变、

路线在变、喜好在变、体验在变，而不变的是对远方的向往和对梦想的追逐。

让更多人能够逐梦，有钱有闲是基本条件。70年来，中国人的全年假期从

59天增加至115天，中国人真正有“闲”了；伴随着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国民收

入稳步增长，中国人也渐渐有“钱”了，旅游的发展推动着有钱有闲的中国人敢消

费、愿消费、能消费、放心消费。

据文化和旅游部测算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旅游业对GDP的综合贡献为

9.94万亿元。从美丽乡村建设到深度扶贫，从带动就业到国民经济新增长点，从

创收外汇到旅游外交，从生活日常到精神补给，旅游展示了近14亿人口的庞大

市场和4亿中等收入群体的强大购买力。

旅游从6个方面——“吃住行游购娱”让大家从物质到精神得到了满足。本

期策划将以小见大，从6个角度寻找中国旅游的独特基因和密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