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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行业全面恢复生机活力
近日，三大旅游平台同程艺龙、美团、携程相

继公布财报。梳理后发现，旅游OTA多项核心数据
已经超过去年同期水平。如同程艺龙月活跃用户提
升至 2.46 亿，已超去年同期水平，同比增长 5.0%，
环比增长 40%，创历史新高，前三季度保持盈利。携
程今年第三季度短途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约 20%，
国内机票业务实现同比正增长，同时还实现了新冠
肺炎疫情以来的首季度盈利，且经营性利润率达到
24%，位居全球上市旅企第一。美团今年第三季度
国内酒店间夜量也恢复正增长，达 3.7%。

一个个数据说明，曾经因为疫情一度停摆的旅
游行业不仅缓过来了，火起来了，还有了新的发展机
遇。对旅游业务作出巨大贡献的，是原本并不突出的
三四线城市游客。疫情暴发后，国内部分中小城市率
先进入常态化防控，解封了景区，旅游相继复苏。

截至今年 9 月 30 日，同程艺龙居住在非一线
城市的注册用户约占总注册用户的 86.1%。第三
季度，同程艺龙在微信平台的新增付费用户中约
67.2%来自三线或以下城市 ，较 2019 年同期的
63.3%有所增加。第三季度，同程艺龙的酒店间夜
量在低线城市同比增长近 30%。

携程财报中公布的“去哪儿”数据显示，目前
“去哪儿”新客增量已经与去年持平，其中新客里25
岁以下用户占比达40%，近一半新用户来自三线及
以下城市。尤其是今年航空票价极低，几十元、一百
多元的票价层出不穷，很多此前没有飞机出行经历
的游客也有了机会尝试。今年以来，数百万用户在

“去哪儿”购买了人生第一张机票，创近5年新高。
此外，同程艺龙实现了服务从机票、火车票的

“主动脉”，到汽车票、船票等“毛细血管”的无缝对
接，可自动推荐转乘线路，满足低线城市消费者出
行需求。今年 9月 30日，国内大交通(含机票、火车
票、车船票)出行人次单日突破 410 万，总出行人
次同比增长 22%，低线城市大交通出行人次同比
增长超 30%，显著高于整体增速。

消费者压抑的旅游热情集中释放，假日旅游
创下了新高。国庆长假期间，携程门票预订量同比
增长超 100%，全面超过去年同期，景区票量最高
增长达 3706%。携程租车同比增长超 50%。

数据显示，今年第三季度，携程直播间的客单
价达 1300元。截至目前，携程直播矩阵 GMV(交易
额)累计超过 24 亿元，观看人数超过 1.7 亿人次。
在观看携程直播的用户中，复购 2 次以上的用户
占比超过 60%，观看携程直播次日及以后下单的
用户占比超过 65%。

近日，同程艺龙也与快手达成合作，通过直播、
短视频内容推广酒店和景点，以激发用户出游兴趣，

帮助用户完成旅行消费决策及购买。 ■中 新

由于气候差异，看雪、玩雪是不少南
方人的“执念”。每年入冬，冰雪旅游都是
冬季出行的一大热点。

据携程发布的数据显示，11 月以
来 ，滑 雪 主 题 游 产 品 预 订 量 增 长 超
350%，滑雪门票和玩乐产品的订单量爆
发式增加。进入 12 月，一些热门滑雪酒
店房价更上涨逾 60%。记者从携程开放
的“国内滑雪胜地”精选热度榜获悉，吉
林松花湖滑雪场、长白山鲁能胜地滑雪
场、亚布力阳光度假村滑雪场等滑雪胜
地排名靠前。

另据飞猪数据显示，“双 11”期间，
东北目的地热度大涨 300%，滑雪等冰雪
游商品预订量同比涨 110%。

中国旅游研究院《中国冰雪旅游发
展报告 2020》显示，2018-2019 年冰雪
季，中国冰雪旅游人数达 2.24亿人次，冰
雪旅游收入约为 3860 亿元，今年有望再
创新高。

对此，业内人士认为，受疫情影响，
往年去日本、韩国、欧美滑雪的出境游客，
都转向国内滑雪场。上个滑雪季因疫情提
前结束，今冬滑雪季有望提早到来。滑雪，
或成今年冬季国内旅游消费新热点。

冰雪游今冬或更“热”

“又到了可以滑雪的季节，好想去长白山滑雪。”
“年初因为疫情，滑雪行程‘泡汤’了，希望年底能够
成行。”“打算过几天请年假，去东北滑雪、泡温
泉。”……随着东北冰雪模式正式开启，身边不少朋
友将滑雪摆上了日程。

眼下，北方诸多城市早已是冬雪纷纷，美景如
画。11月以来，黑龙江、吉林、辽宁等地相继召开冬季
旅游新闻发布会，滑雪、赏雪游的热度越来越高。身
处南方的你，是否想体验一场难忘的冰雪之旅，那就
做好“一路向北”的准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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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走 访 获 悉 ，近 一 个 月 以
来 ，我市各大旅行社先后推出了
一些冬季冰雪旅游线路 ，这些线
路基本以精品小包团为主 ，受到
了不少市民的关注 。如漳州建发
国旅推出的哈尔滨雪乡、长白山
滑雪度假双飞六日游 ，价格为成
人 4980 元/人 、12 岁 以 下 儿 童
3580 元/人 、12 岁 以 上 儿 童 3980
元/人；漳州乐游部落推出的冰城

哈 尔 滨 品 质 五 日 游 ，价 格 为 2980
元/人；漳州天马旅行社推出的吉
林雾凇滑雪双飞六日游 ，价格为
4480 元/人。

这些线路涵盖了雪乡、亚布力、
长白山等东北颇具代表性的旅游目
的地。此外，相较于寒假以及春节假
期等冰雪旅游旺季，此时出行价格
优惠不少，多数线路价格人均能够
节省 500~800元。

另外 ，航班机票价格在 12 月
也有给力的折扣 。记者查询携程
旅 游 App 得 知 ，厦 门 至 哈 尔 滨 航
线 的 经 济 舱 12 月 最 低 价 为 300

元/人 ，相 当 于 旺 季 的 20% ；12 月
21 日后价格有小幅上涨，最低价
为 630 元/人，此后一段时间内保
持稳定。

漳州乐游部落总经理何以聪
表示，近期是东北滑雪游的启动初
期，当前推出的产品性价比较高，
建议有时间的游客可以选择在年
底前出行。

当然，除了感受冰雪世界外，东
北也有不少特色美食：东北十大炖
味、东北柴火大锅菜、雪乡地道山珍
宴、东北饺子等，记得尝一尝。

■本报记者 郭 斌

错峰出行价格更优

相关链接：

冰雪游需要注意什么？
北方冬天气温大多在 0℃以下，有的地

方可达-30℃左右。除了备好防寒衣物外，以
下这些细节也要注意，这样才能够更好地体
验这趟浪漫的冰雪旅游。

1.注意防滑
北方冬季多冰雪，路面较滑，穿皮鞋易滑

倒，最好穿雪地防滑鞋，切记不能穿皮鞋。
2、防止掉进雪坑
在林海雪原，原有的路大多被雪覆盖，如

果是自行前往，在不清楚路况时，不可贸然前
行，需找树干当杖探明深浅，没问题再前行。
若不幸掉进雪坑，千万不能挣扎，因越挣扎掉
得越深，应电话联系，等待救援。

3、给照相机保暖
电子快门的照相机或摄像机，在-20℃以

下时，电池易“放电”，相机“失灵”。因此，在户外
拍摄完后，要及时将相机放进衣服里“保暖”，用
时才拿出来。此外，一定要多备些电池。

4、提防教练“坑人”
如果去滑雪场滑雪，请教练教学要提前

询问收费情况。从在线旅游平台上看，不少游
客遇到教练“未提前告知收费”问题，从而引

发消费纠纷。 ■本报记者 郭 斌 整理

哈尔滨雪乡，孩童在嬉闹。 张翠萃 摄

▲哈尔滨冰
雪大世界

本报记者
饶超毅 摄

阳光下的哈尔滨雪谷 何以聪 摄

信局·天一总局

在“从前慢”的年代里，一纸家书可抵万金。在
闽南，信称作“批”。

清末时期，不少闽南人下南洋讨生活，热心的
旅菲闽籍华侨郭有品时常帮当地华侨送侨批回闽
南。后来，郭有品渐渐因诚信受到更多华侨、侨眷的
信任，于 1880 年在家乡流传村创办“天一批郊”，两
年后改称为“天一信局”，依靠诚信成为中国第一家
专营东南亚信汇、票汇、电汇的民间银信局。这就是
位于现漳州台商投资区流传村的天一总局（又称天
一信局）。据说，这座信局比 1896 年（清光绪二十二
年）成立的大清中华邮政局还要早 16年。

天一总局总建筑面积 4495平方米，整座大楼别
具“南洋”风格，是典型的中西合璧式建筑，结构优
雅大方、雕花刻栋、古色古香。虽是西式砖木结构的
楼房，但楼室内的雕梁画栋却保留着鲜明的儒家特
征；外墙装饰着西式的安琪儿、和平鸽、罗马柱，屋后
却营造了亭、台、楼、榭、池等中国传统的园林建筑。

据说，为了保证天一总局的信誉，管理者还分
别设置信汇和批馆，将钱物和信件区分开，并启用
天一自制的信封和银票。只要保留票根，即可查询
登记信汇是从第几帮何港口寄出，收到回复后再核
销。批到了，天一总局楼前就会升起天一旗，告知侨
眷领取信件和汇款。不难想象，当时围在天一总局

门口的人们，脸上定是写满了急切与期待。

药铺·天益寿药局
去过漳州古城台湾路的游客，一定会对一家老

字号药铺印象深刻——天益寿药店。单看它中西合
璧、古香古色的外观，就能知道，这是一家有故事的
药铺。如今，漳州不少的婴幼儿还在食用这家药铺
的米糊。

以前，天益寿药店称天益寿药局，创始人是来
自漳浦的陈锦畴。这位老中医对药材加工炮制有很
多独到的见解，制作出来的药材品相好、疗效佳、价
格公道，且对顾客一视同仁、童叟无欺，赢得了城里
百姓的欢迎，药局的生意因此风生水起。此后，陈家
的后代掌门人还曾与人合资开了天元号钱庄、光明
电影院、采芳西饼、同德布店等，一时风光无限。

从现存天益寿药店门面来看，这是一座外观中
西合璧、内里结构是“竹竿厝”的建筑，为闽南店市
标准的建筑风格。一层前头开店、后头是工坊，“店
坊合一”；二层用于仓储、办公、居住。这座建筑经过
多次改造，仍保留着欧式拱窗和铁花等西式元素，
诉说着当年的“洋气”。

不过，目前天益寿药店正在修葺，暂停营业。市
民可以到老店旗下鹭燕大药房购物。

瓷窑·东溪窑与南胜窑
漳州境内多山，一多瓷土，不愁原料；二多大

木，不愁燃料。和其他的行当不同，生产瓷器的工坊
和原材料所在地密不可分。且幸漳州境内有大河，
可供瓷器成品运输无虞。明代中期至清末民国初，这
400多年的时间里，漳州的制瓷产业十分繁盛。漳州
产的青花瓷、青瓷、白瓷、米黄瓷等风行一时。据说当
年窑山上曾有“千里窑烟，百口窑炉”胜景。这在窑址
荒芜的当下，现代人难以想象当时产业的庞大。

前些年，学者在当地百姓的带领下，在南靖龙
山镇西山村发现了东溪窑窑炉，顺着溪流找，包括
南靖西山村、梧营村、荆都村和华安的三洋村等，10
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分布着不少的窑炉遗址，曾有上
万人在此营生。在西山村封门坑遗址，可以清晰看

见一个制瓷工坊的往日图景。窑炉之外，窑后山中
有取土口，窑前有作坊也有废品堆，溪流一侧还有
居住生活区，门框砖石依稀尚存。当年，当窑火点
燃，上百工匠轮班值守保证炉火不熄，制出的成品
由挑夫挑到附近的永丰溪码头，用竹筏、小船往下
游运输，行销海内外。

此外，平和南胜、五寨两乡镇有南胜窑，以青花
瓷为代表，产碗碟瓶杯炉罐等日用器具，纹饰多绘
水草、鱼藻、飞禽、走兽、花草等，不少瓷器还写着吉
祥文字。南胜窑鼎盛时有十几个窑炉，同时开工，产
量惊人，产品多出口外销。

在龙文区郭坑镇扶摇村还有一处陶窑，主产
瓮。据说明清时期土特产“天宝菜脯”远销省外，用
于装运的就是扶摇窑出的陶瓮。

钱庄·万圆钱庄
稍有些余钱的老百姓，总免不了要去钱庄存

钱。在漳州古城台湾路，有一处万圆钱庄，如今钱庄
店招还在，但钱庄已不复存在。

这座钱庄是 1919 年陈炯明主政漳州时期改造
建设的。小小的门面，内有千秋。和漳州古城一众建
筑一样，万圆钱庄也是个“竹竿厝”，坡顶式屋面，四
进式院落，各进之间还有天井供采光。

据说，万圆钱庄楼梯旁还有个地下火井，万一
遇上了火灾，钱庄主人就可以把钱钞和账本都扔进
井中，保护贵重物品免遭火焚。这个设计也是颇具
巧思了。

布行·捷祥西式宅店
在没有成衣的年代，上布行扯几尺布做衣衫，

是老百姓最绕不开的事儿了。漳州古城台湾路有个
老漳州人熟悉的布行——捷祥。它地段好，和府埕
相近，斜对面不远是万圆钱庄。有老漳州人说，捷祥布
行是当年漳州城里数一数二的、既卖布又做裁缝的大
店铺。能上这家布行做身衣裳，足够嘚瑟好几年。

从现存的外观上看，这个深藏在闽南古城中的
西洋装饰建筑的确美得别出心裁：楼面是一大一小
两个开间，整个楼面看起来浑然一体；欧式屋顶、花

瓶栏杆、科斯林柱头花饰、檐口线角等细部的设计，
都让人感觉这个建筑别具巧思，莫不是出自大师手
笔；二楼开小门，有一个小阳台。

二 层 的 框 梁 处 还 有 凸 字 ，写 的 是“TISIEH
SIANG & CO”。据专家解读，这是民国时期“捷
祥”二字的中文拼音和英文的混编，体现了那个时
代的语言文化交流，是现代汉语发展的有趣例子。
古城延安南路 75 号也有一处店招写着类似的英文
店名，可惜中文名已经模糊不清。

想看老店，大可以往古城去。除了刚刚提到的
几家店，还有建兴金银铺、育文书局、黄合德中外鞋
靴、庄有元齿科、金可行布鞋行等有趣的老店，更有
不少难以辨认行当、但立面中西合璧的古建。留意
看看，定会感受到当年漳州古城内百工鳞集的景

象。 ■本报记者 张 晗

这些有趣的漳州老商号作坊 一起去瞧瞧

本月内，
大学生游漳浦翡翠湾有优惠

本报讯（记者 郭斌）日前，记者从漳浦六鳌翡
翠湾滨海度假景区获悉，12 月 31 日之前，在校大
学生或大学应届毕业生到此旅游，出示有效学生
证并转发相关资讯至朋友圈，即可享受门票 7 折
优惠。门票优惠包含冰雪世界、香草园、沙雕园、萌
宠乐园等主推热门景点，景点内还有生态鸟巢、巨
型风车、憨豆先生同款 MINICOOPER 车等配套，
具体优惠信息可查看“六鳌翡翠湾滨海度假景区”
微信公众号的推送内容。

六鳌翡翠湾是国家 4A级旅游景区，地处漳浦
县闽东南沿海突出部，六鳌半岛鳌西村。翡翠湾的
海滩犹如一钩新月横卧东海之滨，沙软滩平、海域
广阔、海水纯澈。虽说冬日不适合与海水来个亲密
接触，但感受下其他热门景点，也是不错的体验。

◀吉林万科
松花湖度假区滑
雪场

何以聪 摄

路况不明或自由行时，可找根树枝探路。
何以聪 摄

有学者认为，
“城市”一词，“城”
强调防卫功能，而

“ 市 ”强 调 贸 易 功
能，二者缺一不可。

城中有了人，
便有了市——有人
便会有生产销售、
商贾往来、聚集仓
储、钱货交换、信息
交流，因此有了市
场。承载这些贸易
活动的，用以前的
词儿来说，是商号
和作坊。

漳 州 平 原 开
阔，物产丰富，水运
通达，利于传统手
工 业 和 商 业 的 发
展，沿着九龙江流
域形成了不少的商
品产销聚集点，如
漳州古城、石码古
街等。目前，漳州不
少地方还保留着一
些有特殊用途的商
号作坊，尽管它们
已经淡出了人们的
视野，但是仍可循
着遗迹，在脑海中
去还原百年前漳州
这座城市的辉煌。

捷祥布行 本报记者 张 晗 摄

别具南洋风格的天一总局别具南洋风格的天一总局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游斐渊游斐渊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