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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 游 观 察

本报记者 姬 薇

“村里很多人搬离了老房子后，没人住的老屋
年久失修，屋内杂草丛生，有的已经倒塌了，没倒
的也面临倾塌的危险。”近日在江西省抚州市金溪
县大坊村，村干部李周旺对《工人日报》记者说：

“大坊荷兰创意村的建成，将给村民带来实实在在
的好处。”

金溪县被誉为“一座没有围墙的古村落博物
馆”，目前仍保存明清古建筑 1.1 万余栋，拥有古村
落 102 个。有 900 多年历史的大坊村便是其中之
一，村内拥有众多保存良好的明清古建筑。2018年
金溪县人民政府与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携手开启
全县范围内的“拯救老屋行动”。大坊“荷兰创意
村”便是该行动之一，借助荷兰文化遗产保护与利
用经验，以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的活化利用为目的，
引入荷兰创意文化。

将荷兰风车与中国瓷器嫁接

荷兰文化遗产专家、艺术家来到大坊村，他们每
人一个工作室，自己 DIY 中国元素的艺术品——用
铝合金焊接飞机模型、用废旧纸壳制作创意雕塑、
用竹筒制作抽象的椅子和竹马、用绳子串起瓷珠、
把中国的独轮车、爬犁刷上属于荷兰的郁金香色、

把荷兰风车嫁接到中国瓷器大花瓶上让风吹动它
们。

“我们将荷兰文化元素、创意理念融入大坊荷
兰创意村，和中国的建筑师、设计师、工人一起给这
些老房子增加一种新的景象，让这里成为西方文化
和中国文化相融的典范。”荷兰文化遗产和市场研
究院院长贺江柏说。

在贺江柏看来，一般境外游客到中国，都想看
长城、天安门和故宫等，但也有部分游客想体验新
事物。荷兰创意村首先把重点放在这部分游客身
上，通过他们的亲身体验，实现口碑传播，进而逐渐
吸引更多国外游客来大坊村，发挥项目在推动中外
文化旅游交流中的作用。

古建筑见证了中国建筑文化的历史，更是南方
农耕文明的缩影。李周旺说，“大坊荷兰创意村前
景可期，有文化、有创意，也有民宿业态，离竹桥古
村近，建成后，游客吃住和观光都会分流到大坊荷
兰创意村来，后期我们还会流转部分土地在村子周
边打造观光园、摘采园、郁金香带。”

历史遗产遭遇城乡变化

随着社会快速发展，“乡愁”越来越成为人们的
精神寄托。传统村落作为传承地域文化、寄托乡愁
思绪的物质载体，保护与发展备受关注。

武汉大学建筑学院博导王炎松教授连续 8年带

学生考察金溪古村落，他认为，“金溪古村落群在中
国同类历史遗产中的价值与地位，可等同于徽州古
村落群、福建土楼群、黔东南苗寨等”。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博导郭黛姮教授考察金溪
古村古建筑后表示，金溪古建筑清水墙可与宫墙
媲美。

但随着城市化推进，农村常住人口逐渐减少，
古村落面临“人走房空、人走屋塌”的危险。在金溪
这样一个古村落体量巨大、经济发展欠发达地方，
这样的危急状况尤为严重。由于产权关系复杂、民
众保护意识不强、投入资金不足等原因，当地不少
老屋面临灭失的境地。

老屋一般都年代久远，破旧残损，居住条件差。
很多农民早已搬离，另寻新住处。还在住的农民一
般收入不高，若按中国传统建筑工艺标准还原老屋，
他们难以负担维修费用。且老屋产权人太多，一间
房里住着十几户人，将他们聚齐都不易。对修不修
房子，怎么修房子等问题，大家意见更难统一。

另一现象是，村落内过去人们盖的房子、营造
的环境一定程度上无法满足现代人的生活需求，随
着城乡一体化进程加快，许多农民迁移至城市变为
新市民，老屋变空巢。

探索之路初见成效

面对老屋维修保护的困难，金溪县县长高连珠

提出“不做摇钱树，要留传家宝。”随后全县推出“以抢
修为主、适度活化利用”的拯救老屋原则，并开始探索
各方合力修复的思路。

最后协商结果是，一幢老屋修复费用，由中国文
物保护基金会负担 50%，政府承担 30%，产权人只需承
担 20%。产权人需参与制定维修方案，肩负起老屋修
复的监督和检查工作。

房子找谁来修，修成什么样，都是产权人说了
算。今年中旬，金溪县老屋修复申报数量达 470多栋，
超预期 170多栋。截止日之后，仍有产权人要求申报，
民众积极性高涨。

一大批面临倒塌损毁的老屋被成功抢救性保
护。自 3 月金溪县“拯救老屋行动”整县推进工作会
后。短短 7个月时间，金溪县抢救老屋近 300栋。

更值得一提的是，修复老屋的工匠队成员多为本
村村民，“拯救老屋行动”办公室组织的培训和管理，
提高了村民专业修复素质。一些工匠队不断探索传
统制作工艺，如倾斜墙体的扶正、卷蓬板的传统制作
工艺等。一批年轻传统工匠在实践中被培养出来。
传统建筑工艺也后继有人。

一条适合新时期金溪古村落保护、活化利用之路
初见成效。双塘镇竹桥古村已实现市场化运营，古建
筑得到良好保护和活化利用，成为国家 4A 级旅游景
区。左坊镇后龚村被打造成全国秀美乡村建设示范
点。琅琚镇疏口村引入社会资金经营，古建筑在保护
修复后被打造成高端民宿。

本报记者 李润钊

不久前，福建厦门鼓浪屿导游威胁游客视频在
网络热传。视频中头戴遮阳帽女子“霸气”质问一
男性游客：“到了鼓浪屿还这么嚣张，在岛上你信不
信走不出去!”视频发布者称：“交了导游费，不消费
买东西就是这样的态度。”该视频一度登上社交平
台热搜，再次引发网友对“黑导游”吐槽。

事件引起厦门当地高度重视。厦门市鼓浪屿文
化旅游发展中心发布情况通报称，涉事两名导游及相
关旅行社被列入“鼓浪屿综合惩戒主体名单”，取消带
团上岛资格。对涉事导游和旅行社涉嫌擅自增加旅
游项目、诱导消费等违法违规行为，厦门市文旅局做
出处理：吊销方某导游证；暂扣徐某导游证6个月；将
方某列入旅游市场黑名单。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对涉事两家公司分别处罚10万元和50万元。

从云南导游强制消费到东北雪乡宰客，“黑导
游”不断曝光。而在低价旅游、强迫消费、隐性购物
等乱象背后，导游“职业生存焦虑”正在蔓延。

正在流失的优质导游

日前，《工人日报》记者几经辗转，联系到视频
中当事人“黑导游”方某。她为影响了城市旅游形
象深感愧疚，也道出导游职业面临的尴尬：“现在很
多人把‘黑心’‘贪婪’负面标签贴在‘导游’身上，实
际我们大多收入不高，薪水要从游客购物提成中赚
取，带客购物实是无奈之举。”

方某认为畸形的市场竞争是诱发“低价团”的
罪魁祸首，而导游则是夹在旅行社、地接社和旅客
之间填补“低价坑”的“最后稻草”，也是舆论讨伐的

“背锅侠”。“我们没有固定收入，如果能拿到充足的

服务费，谁还愿去当黑心‘导购’？”在方某看来，犯
错的或许不仅仅是自己，还有市场和机制。

记者走访福建多家旅游协会和旅行社，不少业
内人士观点从侧面印证方某说法。福州市旅游协
会秘书长金文龙表示，带团数量很大程度决定导游
收入。由于旅游业季节波动性明显，旺季时导游重
金难求，专职不够兼职凑。淡季时，不少专职导游
都无团可接。“缺乏安全感”是包括不少资深导游在
内从业者的共同感受。

“没有完善的薪酬体制、工作压力大等因素导
致导游越来越少。”福建海外旅行社专职中英文导
游付云飞是业内“名导”，有着 27年从业经历。他表
示，导游是旅行社和市场双向选择的产物。旅客如
果片面追求低价旅游，旅行社为获得客源就必须适
应市场需求。这就加剧服务质量的下降。

“低价团的出现，加速了优质导游的流失。”同
在福建海外旅行社任职的业务经理陈浩说，“近年
来导游行业流失率大大增高，平均 10个导游中有 8
个在 5 年内转成业务后勤或离开行业。”有数据显
示，随着导游收入的下降，20%左右专职导游在考虑
或已转行。加之不断曝光的负面新闻，让一些在导
游职业门槛外徘徊的“准导游”也打消入行想法。

自由执业者并不“自由”

“一到旅游旺季，旅行社专职导游不够用，会四
处找自由导游接团。”刘晓瞳是持证“自由导游”，每
天一边照看网店，一边守在导游微信群等待“抢
单”。“国庆黄金周，我接了 4 个团。现在春节临近，
假期也早被预约。”

据国家旅游局统计，目前全国持证导游逾 80万
人，但与旅行社签订劳动合同的导游仅 20 多万人。
大部分导游都像刘晓瞳一样是“自由执业”的兼职

导游。
我国从 2016 年正式启动导游自由执业试点。

这样的管理体制下，与旅行社签约的专职导游从业
相对稳定。旅行社或游客临时委托的兼职导游想
持续抢到“团单”，要付出更多努力。“我们提供的是
服务，也是商品，物美价廉才会有竞争力。”在刘晓
瞳眼中，自由执业导游并不自由，“站在前线，被动
等待市场挑选”。

记者调查发现，除大型旅行社外，大部分中小
型旅行社专职导游“服务费”水平高于兼职导游。
以福建地区为例，非旺季专职导游服务费约 300~
500元/天，兼职导游为 150~300元/天。为提升市场
竞争力，“降价”“找兼职”成为自由执业导游“不得
已”的选择。

携程旅游日前随机调查全国各地超过 500位导
游与领队。结果显示，80%自由执业导游平均每月工
作10天，较专职导游少10天。47%受访者认为，工作
得到游客普遍尊重认可，18%的人表示很失望，35%
选择“说不清”。在被问及如何缓解工作压力及委屈
情绪时，56%的人表示已习惯，30%选择自我调节，还
有少部分人选择“找人倾诉”和“用大哭来发泄”。

“导游看似光鲜实则非常辛苦，大部分人嗓子
和胃都不好。带团要操心的事太多，要照顾好每位
游客，也可能面对游客的刁难，工作压力太大。”付
云飞告诉记者，即便像他一样的资深专职导游，每
年也会接到投诉。他说自由执业导游因缺乏旅行
社“背景支撑”，要独自面对游客各类诉求。这对导
游的抗压性、心理承受能力提出更高要求，“生存焦
虑”也更加明显。

“专业化”将成“新风口”？

到 4300 米海拔泡温泉、海上酒吧玩空中跳水、

乘快艇穿越瀑布、到水下 30米和鲸鲨来场约会……
游客的玩法已在改变。消费者更在意导游为旅行
赋予的附加值。

“吃货玩家”夏雪是上海一名医美师，她邀请
“旅游定制师”为春节假期定制了一趟日本京都的
美食制作体验之旅。定制师安排了学习寿司制作、
大阪章鱼烧博物馆、抹茶茶道体验、制作日式早餐
等项目。3人 10天花费达 13.2万元。

携程报告显示，高端旅游定制市场已初显规
模，从一线城市深入二三线城市。北上广深高端定
制游客人均消费达 23749 元，且需求量每年呈三位
数以上增长。记者在一些旅游客户端看到，用户可
通过专设版块寻找旅游定制师和导游服务，预先查
看导游信息、服务次数及向导游记等。

“定制旅游的出现和游客更加个性化的旅游需
求，必然会推动导游职业向专业化、精细化、定制化
方向发展。”据福建省旅游协会负责人介绍，在当地
各热门旅游目的地，导游年轻化、高学历和专业化
成趋势。从导游队伍看，本科及以上学历比例已超
50%，中高级导游证人数持续增加。

《导游综合素质手册》中强调，“贯彻游客至上
的原则，要求导游服务将规范化服务与个性化服务
结合起来”。而在碧山旅行创始人张玫看来，导游
最核心素质是有丰富的内心和对旅行目的地文化
的深厚了解，这样才有输出服务的资本。

“服务质量和水平应纳入导游的薪酬体系。”
福建省旅游协会秘书长洪一树认为，导游职业群
体需要旅游行业乃至整个社会更多关注和关爱。
企业、旅游平台也都有更大责任去推动导游队伍
的技能和素质提升，“让每个景点、每个城市的故
事能通过导游精准传达给旅行者，让每位旅行者
能通过导游真正找到每次旅行的意义，这是我们
行业的‘新风口’。”

一边是低价团加速优质导游的流失，一边是个性化旅游需求推动导游职业向
专业化、精细化、定制化进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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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荷兰创意文化嫁接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由文保基金、地方政府和个人合力分担修缮费用，大批面临倒塌损毁的古

村落建筑被抢救性保护，成为乡村旅游的热门去处——

老屋“起死回生”推出夜间产品，打造夜间景区

山东布局“奇妙夜”
本报讯（记者丛民）日前，山东省印发《关于加快推

进夜间旅游发展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推动各
市及具备条件的县（市、区）至少形成 1~2 个与区域商
圈发展相融合、具有较强辐射带动功能的夜间文旅消
费集聚区。建设一批夜间旅游优质项目，推出一批夜
间旅游产品，形成一批夜间旅游发展示范城市，打造一
批活动丰富、吸引力强的夜间旅游景区。到 2022 年，
基本形成布局合理、富有活力的夜间旅游发展格局。

打造夜游主题游乐活动。意见提出，延迟重点景
区闭园时间，推动夜间开放，支持景区通过夜景打造、
旅游演艺、特色活动、商街夜市等多种形式，丰富夜间
游览内容，提升夜游体验。鼓励各地依托重点景区、主
题公园、特色街区、文体广场等，整合人文和自然景观
资源，开发富有创意的夜间文化旅游项目和产品，开展
灯光秀、音乐节、露营节等多种形式的夜游主题活动。

丰富夜游文化体验。意见提出，延长博物馆、文化
馆、图书馆、美术馆、工人文化宫和影剧院、音乐厅、体
育馆等文体设施开放时间，鼓励开发“文博奇妙夜”、文
艺演出、健身康养、体育赛事等体验项目，打造夜间消
费“文化 IP”。推动文化演艺进景区，创作、引进旅游
实景演艺。结合城市风貌和历史人文特色，策划组织
形式多样、具有地方风情的特色品牌文化活动以及非
物质文化遗产展演，传承传统文化，讲好城市故事。

多类场所增设“夜场”

冬季，到北京来赏夜
本报记者 窦菲涛

举办冬季主题灯光秀、灯光节、灯会品牌活动，开
展冬季夜间文化主题活动，博物馆文化馆延时经营，开
展冬季夜间体育健身活动，打造冬季深夜食堂……

近日，北京市商务局公布“夜京城”冬季活动措施，
将丰富“夜京城”冬季消费供给，营造有温度、安全有序
的消费氛围，提升消费体验，打造有品质、有特色、有温
度的“夜京城”品牌。

冬季灯光秀点亮“夜北京”

“色彩鲜艳的花蝴蝶，热情的火烈鸟，随处可见的
热气球、水母、椰子球，一大批充满热带风情的灯光装
置点亮蓝色港湾。”12 月 6 日，备受期待的蓝色港湾灯
光节璀璨启幕。

“寒冷的冬季，斑斓的光影能营造出温暖的氛围，欢
快热烈的色彩更能激发人们的好心情。”主办方负责人
告诉记者，灯光节扮靓了夜空，丰富的体验内容吸引了
更多消费者。

蓝色港湾是北京市商务局打造的首批“夜京城”商
圈之一。北京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接受《工人日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今年北京将以首批“夜京城”地标、商圈
和生活圈为依托，增强灯光艺术体验，延长灯光开启时
长，开展灯光秀、灯光节、灯会等活动。

除了鸟巢、水立方、奥林匹克塔等景观，今年北京
将新增大运河沿岸灯光景观，在国贸打造鼠年元素传
统灯饰装置景观；在五棵松推出冰雪主题音乐灯光秀
等系列特色主题活动。此外，明年一月春节期间，大观
园、朝阳公园、石景山游乐园、欢乐谷等景点还将举办
春节、元宵节主题灯会。

为了更好服务公众，北京市商务局联合第三方美
团推出《“夜京城”消费指南》冬季版，聚焦夜京城地标、
商圈和生活圈等消费点位。

多类文化场所增设“夜场”

今年暑期，国家博物馆推出延时开放措施，每周日
延迟闭馆时间至 21 时，吸引大批夜场观众。9 月 20
日，国博发布公告，自 10月 12日起，每周六延长至晚 9
点闭馆，延时开放时段施行实名预约参观机制，实现延
时开放常态化。

同国博一样，今年北京部分博物馆文化馆将延时
经营常态化，例如首都博物馆每周六延长至 20 点闭
馆，电影博物馆每周五、六延长至 20:30 闭馆。北京市
还将组织市级博物馆在“博物馆里过大年”系列活动中
增设夜场。

此外，今年北京多个商圈和企业将联合举办夜间读
书会、夜读季、夜间市集、夜间品鉴和夜间音乐沙龙等活
动，多个文化场所将增加夜场演出。

据介绍，位于前门商圈的北京坊将联合国家大剧
院举办跨年音乐会；五棵松“嘻哈包袱铺”等小剧场、老
舍茶馆都将增加夜间演出场次；郎园将开展夜间市集、
话剧和戏曲演出、夜间阅读、音乐会等文化体验活动。

夜间冰雪运动受热捧

随着 2022年北京冬奥会筹办推进，冰雪运动的社
会基础不断扩大。据北京市公布的“夜京城”冬季活动
措施，今年北京将开展一系列冬季夜间体育健身活动。

北京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冬季，什刹海
和新世界百货崇文门店冰场、万龙八易滑雪场、张坊镇
云居滑雪场、莲花山滑雪场、渔阳滑雪场、石京龙和八
达岭等滑雪场将开放夜场，满足民众夜间消费需求。

（本文图片由访者提供）

本报讯(记者张玺) 日前，天津市文化和旅游局召
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了对天津市内所有 A 级景区复核
结果,对十几家 A 级旅游景区提出警告或严重警告，并
限期整改，取消 8家 A级旅游景区资质。

天津市文旅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次 A 级旅游景
区复核工作从 2019年 8月 1日开始，对天津市内共 101
家 A 级旅游景区全面覆盖，重点检查景区的旅游安全
与卫生、游客游览服务品质、综合管理水平等情况。

据介绍,天津市 A级旅游景区目前普遍存在 6大类
问题：一是厕所环境基本良好，配套设施有待完善；二是
景区场地秩序较差，堆放现象普遍存在；三是旅游资源
和功能老化、滞后；四是安全管理制度落实较好，个别点
位存在安全员配备不足；五是讲解服务不规范；六是门
票设计和服务提示设计落后。这些问题严重影响天津
市 A级旅游景区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不断提升。天津
市文旅局对存在相应问题景区提出限期整改要求。

此次复核除对十几家 A级旅游景区提出警告或严
重警告外,还决定取消天津希乐少儿休闲旅游区、玉佛
禅寺、名洋湖都市庄园景区、天鹅湖休闲旅游区、君利
农业示范园、华蕴博物馆、华明世博馆、无暇生态园等
8家 A级旅游景区资质。

天津市文化和旅游局日前制定《天津市旅游服务
质量提升计划实施方案》,提出提升旅游区点服务水平、
优化旅游住宿服务、提升旅行社服务水平、规范在线旅
游经营服务、提高导游和领队业务能力、增强旅游市场
综合监管、建立完善旅游信用体系等7大目标任务。

天津市文旅局负责人表示,今后，天津市将进一步
加强 A 级旅游景区的监督管理，进一步规范和实施 A
级旅游景区退出机制，保证景区在执行行业标准下良
好运转。

存在门票和服务提示不合理等 6大问题

天津取消8家A级旅游景区资质

近年来，随着海南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的推进，海南三亚积极打造以“大旅游”布局“大
三亚”的旅游发展新模式，通过“大三亚”旅游经济圈联动、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来推进区域经济发展。
图为来自各国的游客在海南三亚的一处海滩上游玩。 本报记者 王伟伟 摄三亚暖冬三亚暖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