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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地取消景区预约

时值盛夏，记者在杭州西湖景区钱
王祠入口处看到，昔日预约扫码的展板
已撤掉，工作人员正引导游客有序进场。

端午小长假的前一天，“苏州发布”
公众号发布消息：除部分重点景区和博
物馆外，苏州全市其他A级景区、文化
场馆、宗教活动场所取消实名预约。

几乎同时，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也
宣布，除部分热门景区和文化旅游场馆
需要实名预约或购票外，全市3000余
家文旅场所，全面落实入馆参观、入园
游览免预约等举措。

进入暑期旅游旺季后，国内取消景
区和文旅场所实名预约的城市群持续
扩容。

6月20日，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宣
布，除故宫、国博外全市景区全面取消
预约要求；此后，武汉、成都、南京、长
沙、杭州、广州等城市相继发文，除少数
热门景区场馆在旺季等特定时段确有
必要预约限流的，取消A级旅游景区预
约入园要求。

记者梳理发现，仍保留预约制的文
旅场馆，也积极推出优化预约服务。

比如，故宫博物院出台2024年暑
期未成年人团队快速预约、检票措施，6
周岁（含）以下或身高1.2米（含）以下未
成年人参观不需要预约，在已预约门票
的成年人陪同下进入；中国大运河博物
馆则推出“老年票”，70岁以上的老人无
需预约，凭身份证或老年证领票即可进
馆参观。

作为我国文旅管理方式的创新实
践，预约制对提高旅游服务质量、推动
旅游业稳定有序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随着国民旅游热度持续走高，一些
问题也显现出来：热门景区门票供不应

求；预约程序较为繁琐；“一票难求”之
下甚至催生“黄牛”现象……

为切实提升旅游景区开放管理水
平，门票预约制度不断优化完善。

2023年 7月，国家文物局下发通
知，提出各地博物馆应优化调整门票预
约制度。针对一些热门旅游景区出现
预约难等问题，文旅部办公厅专门下发
通知，要求及时应对市场需求变化，优
化预约措施，实施科学管理，不搞“一刀
切”，实现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统一，最大
限度满足广大游客参观游览需求。

■“不约而至”能否有更好体验？

杭州宣布景区取消预约的第二天，
安徽游客陆女士便和好友接连“打卡”
了雷峰塔、德寿宫、西溪湿地等景点，

“不用提前约，身份证也不用刷，行程安
排更灵活，旅游也更舒心了。”

“在很多景区，导游现场购票效率
更高。”途牛北京旅行社相关负责人表
示，取消预约能提升旅行社工作效率。

今年以来，外国人来华热度持续升
温。携程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
入境游订单同比增长超1.6倍。景区免
预约也让外国游客感受到更多便利。

一些地区公布的数据显示，取消预
约后，游客量有明显增长。

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分析，景区取
消预约政策叠加暑期效应，进一步带火北
京旅游市场。6月24日到7月5日两周
内，北京景区门票搜索量较前两周环比增
长近3倍；苏州多个景点、博物馆在取消
预约后也迎来客流高峰，端午期间共接待
游客532万人次，同比增长三分之一。

一些人担心，部分景区取消预约后
客流量剧增，会降低旅游的体验感。

位于杭州市中心的浙江自然博物

院在取消预约后的第一个周末，现场排
队的队伍接近百米。一些外地游客反
馈：“进馆后还是跟着人流走，展品没办
法仔细看。”

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教授孙梦
阳说：“取消旅游预约制旨在提升游客
的便利性，但在旅游旺季，需要配合弹
性管理和人性化服务，让众多‘不约而
至’的游客有更好的体验。”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
旅游产业研究院副教授吴丽云也提醒，
暑期旅游高峰期，客流管理方面或将面
临一系列考验。比如，线下大排长龙
时，有的游客可能花钱雇人排队购票，
让“黄牛”现象再度出现。

■ 完善配套措施 提供多元选择

有业内人士认为，无论是实行还是
取消预约，都是对文旅市场及游客需求
的回应。面对暑期旅游高峰，城市及景
区应综合考虑人流量、承载量、参观体
验等因素，做出因时因地制宜的决策。

上海春秋国际旅行社（集团）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周卫红认为，热门博物馆
和景区应学会“双腿”走路。“既可以面
向有预约和规划行程习惯的游客保留
预约服务、优化流程；也可以面向临时
起意、不习惯或不方便预约的游客，保
留线下票务服务。”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认为，取
消预约的景区，应进一步增强人性化服
务理念，提升精细化服务水平。比如，
为中小学生、老年人、残障人士等特殊
群体提供便利措施，防止“黄牛”挤占票
源等。

不少受访者指出，为寻求旅游人数
和参观体验的平衡，对热门景区应采取流
量提示、错峰分流等措施，以避免拥堵。

据了解，为应对暑期客流，北京天
坛公园提前研判分析线上购票情况和
游客结构变化，根据验票情况动态调整
回补票量；上海则通过“乐游上海”小程
序，显示全市约140个景区（点）的实时
客流和最大瞬时承载量，游客一看便知
景区是“舒适”还是“拥挤”。

7月1日，国家文物局发布通知，明
确重点场馆、热门场馆可根据实际情
况，通过适当延长开放时间、策划云展
览等方式，更大限度满足观众参观需
求。记者注意到，多地博物馆纷纷在暑
期延长开放时间，或推出“夜游”项目、
打造“24小时博物馆”，为公众提供更多
元的文化体验。

“预约不是单一事件，而是系统工
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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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在保护文物安全、生态安全的前提下，
应谋划开放更多可游览空间，更好满足
旅游消费需求。 （据新华社）

多地取消旅游预约

“不约而至”如何体验良好？
“取消预约”是2024年国内暑期旅游市场的热词之一。
近期，上海、北京、苏州、成都、杭州等旅游热门城市纷纷宣布，除部分重

点景区、博物馆外，其他景区取消预约要求。
随着暑期来临，多地旅游市场迎来客流高峰。取消预约后，如何让“不约

而至”的游客有更好的旅游体验？

新华社电 7月17日，记者从纳木错
科考现场获悉，此次纳木错科考钻探深度
已经达到510.2米，创下我国湖泊钻探最
深纪录，对我国湖泊钻探与古气候的研究
具有重要的推动意义。

此次联合科考队由中国科学院青藏高
原研究所湖泊与环境变化研究团队与德
国、瑞士、英国、美国等多国科学家和钻探
技术人员组成，是迄今为止国际大陆科学
钻探计划（ICDP）中海拔最高的钻探项目。

纳木错位于青藏高原腹地，是全国
水容量最大的湖泊之一，也是世界上面
积超过1000平方公里的湖泊中海拔最
高的湖泊。纳木错是一个封闭湖泊，湖
泊中的水流不出湖盆，是整个流域的最
低处，因此是流域内岩石、土壤、植被、河
流及人类活动等信息的聚集地，具有重
要科学研究意义。

此次钻探平台以及主要钻探技术人
员均来自我国，采集的湖泊岩芯将在我国
永久保留。

钻探深度达510.2米

纳木错科考创我国湖泊钻探最深纪录
新华社电 7月17日，中车长春轨

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对外发布了
一款可满足时速400公里动车组运行
所需的高速内置转向架。

高速内置转向架是轨道车辆的走
行系统，是轨道车辆核心部件之一。

“动车组跑得快，转向架是关键技术
之一，它就像是动车组列车的‘腿’。动车
组列车装配这款高速内置转向架后可以跑
得更快、更稳、更静。”中车长客国家轨道客
车工程研究中心高级工程师周殿买说。

与传统的外置式转向架相比，这款
高速内置式转向架减重20%，可使车辆
运行能耗减少15%，轮轨磨耗降低约
30%，轮轨噪声降低2分贝左右，全生命
周期内线路和转向架的维护成本降低
15%，将助力动车组列车更绿色、节能。

这款高速内置转向架设计速度
400公里每小时，试验台速度已达到
600公里每小时，满足动车组时速400
公里运行所需的各项技术指标要求。

中车长客发布可用于
时速400公里动车组
的新型转向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