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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印发的《“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指
出，“十四五”时期，我国将全面进入大众旅游时
代。随着国民收入、产品供给、供应链水平的不断
提升，我国游客旅游消费需求正在向高品质和多
样化转变，由注重观光向兼顾观光与休闲度假转
变。

“大众旅游时代的到来通常伴随着小众细分
市场的蓬勃发展。”张杨指出，需求的演变方向通
常都是细分化的，这也是旅游产业升级的方向。

受访专家指出，从业者要深入研究细分群体
的细颗粒度的需求分析，挖掘市场发展潜力，加强
旅游产品与服务的设计与交付能力，政府部门也
要引导和培育有潜力的细分市场的发展，创造更

好的政策环境和营商环境。
针对夏季旅游特点，黑龙江省进一步完善政

策措施和保障机制。黑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厅长
何晶表示，将引导支持中小微旅游企业特色发展，
制定夏季避暑游优惠政策等。

专家指出，要把提供优质产品放在首要位置，
提高供给能力水平，着力打造更多体现文化内涵、
人文精神的旅游精品。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
方世忠表示，未来要突出上海文旅“都市型、综合
性、国际化”的内在特点，以文化魅力和都市风范
吸引人、感染人、留住人。

（记者解园、陈爱平、董宝森、杨淑君）
新华社北京7月14日电

研究需求 深挖市场潜力

避暑游“走俏”体验游重融入
——暑期旅游新动向观察

新华社记者

暑期以来，随着我国进入一年中温度最高的“三伏天”，各地旅游市场复苏
明显。记者在全国多地调研发现，避暑游、研学游、亲子游等个性化旅游市场
的供给更加丰富，游客们的出行观念也从“参观打卡”演变为更注重体验的“沉
浸式”出游。

刚刚入伏，位于城市中心的江漫滩湿地——
黑龙江哈尔滨太阳岛风景区，来自全国各地的游
客络绎不绝，人们一边品尝特色冷饮，一边拍照打
卡，享受着夏日的惬意。

“哈尔滨夏季温度很舒服。今年全家来体验
一下冰城之夏。”来自山东的游客王林说，像哈尔
滨这样的避暑名城是他们暑期游的首选。

太阳岛资产公司副总经理蒋菲介绍，今年暑
期以来，景区接待旅客数不仅远高于去年同期，比
2019年同期也高出10%以上。

随着全国多地陆续进入“炙烤”模式，因高温
催生的“避暑游”成为今年暑期旅游市场的关键
词。在各大在线旅游平台上，有关避暑、漂流、夜
游等项目的线路比比皆是。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不久前对传统高温城
市避暑旅游市场调查数据显示，第三季度传统高
温城市的整体出游意愿达到94.6%。

不少地方把暑期当作提升避暑品牌形象、树立
良好口碑目的地的绝佳时期，纷纷推出特色旅游活
动：湖北恩施依托当地特色文化，将咂酒歌、竹编非
遗文化从博物馆、文化馆中引入日常生活场景，形成
常态化的演出和体验项目；哈尔滨则聚焦登山、露
营、自驾等特色活动，持续推出避暑生态旅游产品。

“在旅游业转型过程中，气候成为旅游目的地
重要的吸引力之一。人们日益关注健康消费和旅
行的舒适度。”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表示，避
暑旅游正当时，已成为广大游客、投资机构和经营
主体的新共识。

“避暑游”热度空前

在山西省晋中市介休市的张壁古堡景区中，
来自内蒙古的黄浩磊正在认真倾听研学导师关于
古堡历史的讲解。他和同行的二十几位小学生被
分为两组，根据导师提供的线索，在光线昏暗的千
年地道中比赛完成拼图任务。

“研学游既能增长历史知识，还能提高分析、
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是我在书本上学不到的。”黄
浩磊说。

张壁古堡在2018年被晋中市评为首批研学教
育基地，依托丰富的历史文化和独特的军事地道
资源，景区开发出以古代屯兵场所和传统文化为
主题的研学课程，涉及无线电、拓碑、布老虎缝制
等内容，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研学游旅客。

“项目开设以来，感受最明显的就是游客们的
需求已经从过去的‘以游为主’转变为‘以学带
游’。”景区研学经理张蕾蕾说。

研学游的变化是今夏我国旅游市场转型发展
的一个缩影。不少旅游产品设计者已意识到，亲
子游、城市游、文化游等产品已经不能单单依靠概
念吸引游客，而需要通过独特的文化场景、真实的
体验环节来提升对游客的吸引力。

“国民收入水平和人均出游次数的提升，带动
文旅消费者从物质型向精神体验型转变，人们已
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地看景，而是深入体验目的
地的风俗、文化。”中国旅游研究院数据分析所副
研究员张杨表示。

从“到此一游”到深度体验

7月4日，游客们正在山西省大同市云冈石窟景区内参观。新华社记者 解园 摄

近期，全国多地接连监测发现猴痘病毒感染病
例，猴痘病例有所增加。我国疾控机构高度重视，加
强了入境人员、重点人群监测，医疗机构监测等，及
时报告疫情，持续开展风险评估。

普通人群是否易感？重点人群如何防范？有哪
些公众需要了解的猴痘防治科学知识？国家疾控局
14日组织专家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解答相关热点
问题。

生活接触传播风险低

“猴痘病毒主要通过密切接触传播，特别是性接
触传播。生活接触传播风险比较低，普通人群接触
猴痘病毒机会很低。”中国疾控中心卫生应急中心副
主任、研究员施国庆介绍，目前已排查发现性接触以
外的其他密接人员300多人，没有发现感染者。

猴痘是由猴痘病毒感染所导致的人兽共患病毒
性疾病，猴痘病毒主要通过破损的皮肤或黏膜进入
人体。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2022年5月份以来的
猴痘疫情，感染人群基本是有男男性行为人群及他
们的关联人群。

施国庆表示，从我国内地 6月份报告调查的 106
例病例情况来看，101例为男男性行为人群，96例在
发病前21天内有明确男男性接触史。目前猴痘疫情
主要在高风险人群间通过性接触传播。通过广泛宣
传普及防治知识，提高公众防护意识，及时有效采取
预防措施，能极大程度减少感染风险，有效控制疫情
扩散。

防控重在及时发现与隔离治疗

部分公众关心如何有效防控猴痘。对此，施国
庆介绍，猴痘防控主要策略是加强宣传教育和综合
干预，加强多渠道监测，特别是及时发现与隔离病
人、追踪管理密切接触者。

专家表示，对于猴痘疑似病例和确诊病例，应及
时转运至医疗机构进行隔离治疗，如临床症状明显
好转，可转为居家隔离治疗。居家隔离治疗期间，单
人单间居住，避免与家人皮肤或黏膜直接接触，做好
污染物消毒，非必要不外出。

对于经疾控机构判定的密切接触者，虽不需要
集中隔离，但要重点做好自我健康监测，期限为最后
接触病例之日起21天。自我健康监测期间可正常生
活与工作，须避免与他人发生性接触，避免捐献血液
等。同时，坚持每天做好体温测量和症状监测，出现
不适症状应当及时前往医疗机构就诊。

在预防措施方面，专家明确，猴痘疑似病例和确
诊病例外出时须戴口罩；国内猴痘疫苗正在研发中，
尚无可用于预防猴痘的疫苗；目前从境外回国不需
要提供猴痘核酸阴性证明。

出现这些症状及时就医

“感染猴痘病毒后的主要症状为发热、皮疹、疱
疹、淋巴结肿大，皮疹、疱疹可能会瘙痒。”北京佑安
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侗曾说，如果发现自身
出现不明原因的发热、疱疹或淋巴结肿大，或是近期
与类似患者有过密切接触，应及时就医并告知接诊
医生接触史和暴露史。

李侗曾说，从临床情况看，大多数猴痘病例为轻
型、普通型，是可以自愈的，需要住院治疗的比例约
为 6%。对于绝大多数免疫功能正常的人群，感染后
可获得较持久免疫力，通常不会再次感染。

在治疗方面，治疗方法主要为对症支持治疗和防
治继发感染。如发烧时，使用退热药物，多补充液体；
痘疱疹破裂后，用碘伏、酒精等擦拭消毒，防止继发感
染。如果没有继发细菌感染，疱疹多数可痊愈，但疱
疹较大、较深的，若就医治疗不及时会留下疤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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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人群是否易感？
重点人群如何防范？
专家解答猴痘热点问题
新华社记者顾天成、董瑞丰、蔺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