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时报记者 周春媚

甲辰龙年为期8天的春节长假，成为了

近年来最为火爆的春节旅游假期。

各地景区张灯结彩、人山人海，迎来

客流高峰。迎春灯会、新春庙会、花市、舞

龙舞狮……精彩纷呈的春节文旅活动备

受游客欢迎，带动国内旅游消费实现“开

门红”。此外，出入境旅游也持续升温。

多家旅游平台数据显示，出入境旅游订单

量较 2019年有明显增长。受益于互免签

证政策，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东南亚

国家成为国人春节出行的热门目的地。

大年三十，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

象山旅游景区的停车场，记者看到了来自

湖南、湖北、广东、甘肃的多辆外省轿车。

作为著名旅游胜地，桂林以其独特的自然

风光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游玩。

景区门口，游客们正在有序地排队。

来自浙江的卢女士告诉记者，相比于传统

的过节方式，她今年希望趁着长假安排一

场相对悠闲的旅游，带着家人放松一下，

也让读小学二年级的儿子借此机会领略

祖国大好河山，在旅途中增长见识。

象山景区著名的象鼻山景点前，打卡

拍照的游客络绎不绝，附近商贩们的生意

也是红红火火。经营少数民族服饰租赁

生意的陈娇告诉记者，广西是少数民族聚

居区，少数民族风俗特色明显，外地来的

游客喜欢租一套少数民族服装拍照留

念。“春节还没放假，很多人就提前过来玩

了，这两天生意都蛮好的。”陈娇说。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和社会观念的

变迁，越来越多的国人选择在旅游中度过

春节。同程旅行数据显示，春节假期国内

热门城市的机票、火车票、酒店预订同比涨

幅均超过三成。飞猪有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甲辰龙年春节成为史上最火爆的春节

旅游假期，国内游预订量已大幅超越2019
年同期，中长线游同比大增超三倍，自由行

的平均旅行日期较去年提升30%。

值得注意的是，去年年末“火出圈”的

哈尔滨旅游热度不减，冰雪游仍是春节热

门选择。携程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南北

互换过年”是这个春节旅游市场的显著特

点。春节假期首日，哈尔滨门票订单同比

增长40倍，长春、沈阳、张家口等热门冰雪

城市亦增长明显，客源地主要是南方城市；

气候温暖宜人的三亚、海口、广州、厦门、昆

明、西双版纳等避寒目的地则吸引了大量

北方游客。

今年春节，出入境旅游迎来了较高增

长，互免签证、入境便利化等一系列利好

措施，使得中外游客进一步“双向奔赴”。

飞猪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春节

假期出境游预订量创下近 4年峰值，同比

大增近10倍，过半数的热门海外目的地的

预定量已超越2019年同期。同时，国人出

境游的目的地呈现多元化趋势。携程数

据显示，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土耳其、马

尔代夫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订单增

幅较高，分别较2019年同期增长超800%、

60%、40%、40%。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管理系主

任宋昌耀在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文化和旅游交往是国家外

交联系和经贸往来的延伸。“从趋

势上看，我国在共建‘一带一路’国

家建设基础设施、开展经贸往来，

经济以及社会交往加强，文化距离

缩短，服务于政经交往的联系手段

也会使出境旅游更加便利。这些国

家将逐渐在我国出境游目的地中占

据更重要的地位。”

作为中国传统佳节，春节也吸

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感受中

华文化与传统民俗。携程数据显

示，中国单方面免签政策效应显

现，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西班

牙、马来西亚、新加坡等新增可免

签入境中国的国家游客增长明显，

上述国家春节入境游订单总计较

2019年同期翻番。

中国旅游研究院预测，今年全

国国内旅游收入将超

过6万亿元，同比增长

22%；国际旅游收入将

实现 1070亿美元，同

比增长38%。国内和

国际收入有望分别恢

复至 2019年的 105%
和 81%。

越来越多国人选择旅游过春节
“南北互换过年”备受欢迎

证券时报记者 卓泳

“通关一年多了，我们一直没时间来

走走，现在趁春节假期跟家人过来玩，这

里依然还是购物天堂。”春节期间，证券时

报记者在香港一家餐厅见到从上海飞来

香港的黄先生及其家人。他说，这是他疫

情之后首次来到香港，丰富的商品种类仍

然吸引着他，部分商品价格甚至低于内

地，让他们有很大的购物欲望。

龙年春节，粤港澳大湾区生活圈加速融

合。记者走访香港街头、深圳各大商超、代

表性景点发现，2023年以来港人北上和内地

游客南下消费的盛况在春节被推至高潮。

内地游客赴港旅游，消费习惯已不仅限

于“买买买”，他们的喜好变得更加多元。在

多个社交媒体上可见，内地不少游客钟情于

香港的秀美山海。叮叮车、天星小轮、山顶

缆车等多处历史文化景点，以及颇具当地人

文风情的标志性建筑都成了网红打卡点。

港人“北上”消费热潮也此起彼伏。

春节期间，在深圳龙华Costco（开市客）和

前海山姆，上午 10点多，就已聚集了不少

前来购物的香港人，服饰和生活用品专区

最受青睐。“我们一早就坐专线巴士过来

了，这里有很多东西都比香港的便宜，买

得过。”香港消费者顾先生表示。

实际上，过去一年，无论是港人“北上”

还是内地游客“南下”，各口岸人潮涌动已是

常态。春节期间，香港与内地“双向奔赴”的

火爆程度甚至超过了疫情之前。以经深圳

各口岸赴港的情况看，据统计，2月12日大

年初三，深港陆路口岸出入境旅客81.25万

人次，刷新了自深港陆路口岸2023年初恢

复通关以来的日通关纪录，其中，出境42.51
万人次，入境38.74万人次，比2019年2月7
日大年初三增长了5.82%。

往返香港与内地，说走就走、说见就见，

背后离不开“软联通”与“硬联通”的加持。

“软联通”方面，春节期间，记者走访香

港街头的各大小商店、超市发现，与以往刷

八达通消费不同，如今内地游客消费基本都

可用微信或支付宝支付，甚至店员也会主动

询问“用支付宝还是微信”，即便是自助点单

购物机，也可选择这两种支付方式。相比疫

情前，微信和支付宝等内地消费者常用的支

付方式在香港的使用范围更广。

香港人北上消费，

同样享受到这样的支付便捷。目前香港

人北上消费，可用微信香港钱包、Alipay
HK（港版支付宝）或者数字人民币“硬钱

包”等多种新型支付方式，来代替刷信用

卡或直接支付现金。比如，在数字人民币

跨境支付模式方面，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

率先试行与香港八达通互联互通的数字

人民币“硬钱包”，香港居民已累计申领近

2.5万张数字人民币“硬钱包”。

“硬联通”方面，港澳同胞北上内地团

聚成为了粤港澳大湾区春节的特色。记

者春节期间走访珠三角多个城市时，也多

次看到“北上”的港车和澳车。随着“澳

车北上”“港车北上”等政策实行，港珠澳

大桥通行车流量持续增长。截

至今年 1 月 16 日，拱北海关所

属港珠澳大桥海关已累

计验放“北上”的

香港、澳门单牌

车 150

万辆次。

乘 着 消 费 东

风，深圳有多个购物

中心和部分知名景点

都新增了往返香港的跨境直

通车专线，如前海壹方城、欢

乐港湾等。部分香港旅

行社也顺势推出前

往内地知名仓

储超市的旅行

团，抢占

商机。

消费加持“双向奔赴”火热
粤港澳大湾区生活圈加速融合

证券时报记者 张淑贤

每次回山东寿光过年，蔬菜大棚

都是必逛的“景点”。作为全国知名的

“蔬菜之乡”，寿光早在上世纪80年代

末就已成功落地温室大棚。经过30
多年发展，寿光不仅成为全国重要的

蔬菜生产基地，还已成为全国知名的

蔬菜集散中心。

龙年春节期间，记者在寿光进大

棚、问菜农、访市场，感受“蔬菜之乡”

的忙碌与活力。

寿光是农圣贾思勰的故乡，历来

有种植蔬菜的传统。30年前，寿光试

种冬暖式蔬菜大棚成功，解决了北方

冬天蔬菜种类单一的难题，也奠定了

寿光全国蔬菜生产基地的地位。根据

公开信息，寿光目前拥有菜大棚15.7
万个，年产蔬菜450万吨。

在寿光农村，几乎家家户户都

用大棚种植蔬菜，少则一个，多则三

五个。从外面看，蔬菜大棚其貌不

扬，灰不溜秋的土堆上面覆盖着油

毡；大棚内则“别有洞天”。在寿光

孙家集街道一带，春节时正是苦瓜

采摘期，干净整齐的棚内郁郁葱葱，

藤蔓下挂着一个个硕大的苦瓜。

有亲戚说，只要家里有大棚，长

年累月地都要泡在棚内，即便除夕

和春节，每天也要给大棚放风和关

风。收入方面，光景好时，一个棚每

年可赚10来万元，不好时约有八九

万元。像年前的黄瓜，由于几场大雪及连

日阴天，产量上不来，虽然价格还可以，但

与往年相比，每个大棚要少卖约2万元。

用大棚种植蔬菜赚的是辛苦钱。

大棚里闷、热，早上八九点时，棚内的温

度已近 30摄氏度，而室外温度则在零

下。在大棚里待了不到 10分钟，记者

就“落荒而逃”了。

“这还是冬天，夏天时棚内温度要达

到40摄氏度，太阳出来就闷热得干不了活了，

一般要凌晨两三点就起来干活。”亲戚说。

寿光不仅是蔬菜的生产基地，还是知名

的蔬菜集散中心。2月7日，腊月二十八，寿

光农产品物流园内，依然一派忙碌景象，车

来车往，各个商户仍然在“等”客户。

寿光农产品物流园虽然位于寿光，但已

实现“买全国、卖全国”，全国各地的蔬菜在

此集散交易。交易大厅内的电子屏上，滚动

着各地的蔬菜品种及检测情况，交易的蔬菜

产地包括云南、四川、福建、上海、广东等。

来自黑龙江的老李，已在寿光做了15
年的西芹生意。他告诉记者，正在出售的

西芹来自福建，他在福建收购的西芹带泥

带叶，拉到寿光进行包装，二次加工后，再

发往全国各地以及出口国外。

为何要将福建的蔬菜拉到寿光中

转？老李说，寿光本地的蔬菜多，形成了

规模效应，客户多，而且寿光配套齐全、包

装设施、冷库储存等都很方便。

“西芹价格还可以，2023年大概赚了

三四十万元。”老李说，“西芹耐储存，在冷

库放几个月都没事，低于成本就不卖，不

像青椒等季节菜，储存期短，行情好时挣

大的，行情不好时也赔大的。”

过年要忙到什么时候？老李笑称，

“年三十下午。”

年后什么时候开工？“初一早上，365
天无休，家就在附近，到时来转一圈，有客

户要货，就发车，没客户，就回家过年。”

事实上，在寿光，蔬菜已实现了全产业

链发展，无论是清洗、包装还是冷库储存，抑

或是包装箱的生产等，都有若干厂家。蔬

菜被分装成套菜、礼盒，成为走亲

访友的绿色健康礼品。

实探蔬菜之乡寿光：
大棚是必逛“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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