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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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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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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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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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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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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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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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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段菁菁 陈爱平 杨淑君）
来源：新华网

日前，省政府印发《安徽省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
方案》，从优化调整产业结构布局、加快能源结构绿色低
碳转型等9个方面提出治理措施，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
卫战。到2025年，全省地级城市细颗粒物（PM2.5）平均浓
度控制在35微克/立方米以内，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
率降至0.2%以下。皖北六市力争PM2.5控制在37.7微克/
立方米以下。合肥、淮北、亳州、宿州、蚌埠、阜阳、淮南、
滁州、六安、马鞍山、芜湖11市为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
重点区域。

在优化调整产业结构布局上，我省将严格环境准
入，优化调整重点行业结构，开展传统产业集群升级改
造，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排放、低水平项目盲目上马。鼓
励钢铁行业龙头企业实施兼并重组，到2025年，短流程
炼钢产量占比达15%。开展石灰岩、陶瓷等涉气产业集
群排查及分类治理，实施拉单挂账式管理，依法淘汰关
停一批、搬迁入园一批、就地改造一批。大力推动新能
源和节能环保产业“双招双引”，在挥发性有机物
（VOCs）污染治理、超低排放等领域支持培育一批技术
水平高、市场竞争力强的龙头企业。

在加快能源结构绿色低碳转型方面，该方案明确，
深入实施风电光伏发电装机倍增工程，提高电能占终端
能源消费比重，到 2025 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
15.5%以上，电能占终端能源消费比重达到30%左右。推
动煤炭消费减量替代，在保障能源安全供应的前提下，
继续实施煤炭消费总量控制，重点削减非电力用煤，到
2025 年，重点区域煤炭消费量较 2020 年下降 5%左右。
对30万千瓦以上热电联产机组供热半径30公里范围内
燃煤锅炉和落后燃煤小热电机组（含自备电厂）进行关
停整合。

在重点行业领域污染物减排上，我省将加强VOCs
综合治理，鼓励储罐使用低泄漏的呼吸阀、紧急泄压阀，
汽车罐车推广使用密封式快速接头。严格控制生产和
使用高VOCs含量涂料、油墨等建设项目。高质量推进
钢铁、水泥等重点行业及燃煤锅炉超低排放改造，到
2025年，全省钢铁冶炼企业、燃煤锅炉全面完成超低排
放改造。

该方案就空气质量达标管理和联防联控、加强大气
污染防治能力建设等方面提出新要求：健全重污染天气
应对机制，完善“省—市—县”重污染天气应对三级预案
体系，统一规范重污染天气预警、启动、响应、解除工作
流程。加密皖北六市空气质量监测站点，加快构建皖北
大气环境智慧监管数字化治理体系。开展VOCs排放污
染治理、低温脱硝、氨逃逸精准调控等大气污染防治技
术和装备研发。 （记者 罗晓宇 实习生 马雨扬）

来源：安徽日报

高达2.4米的美内普塔站像
“守护”上海博物馆大门；中国甘
肃马家窑陶器与埃及史前彩陶
高度相似……“金字塔之巅：古
埃及文明大展”7 月 17 日揭幕，
来自埃及的 788 件文物与中国
古代文物在上海博物馆相遇。

据悉，这是近 20 年来埃及
在境外举办的最大规模文物展，
由上海博物馆与埃及最高文物
委员会联合举办。该展由中方
学者担纲策展，全面解读古埃及
文明并呈现中埃联合考古的最
新成果，展现两大文明古国的文
明互鉴、美美与共。

展览分为“法老的国度”“萨
卡拉的秘密”“图坦卡蒙的时代”

三个板块，汇集古埃及不同时期
的珍贵文物，其中95%以上的文
物是首次来到亚洲。其中，400
余件古埃及重要墓葬区萨卡拉
最新出土的古埃及文物实现“世
界首展”。

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秘书
长穆罕默德·伊斯梅尔·哈立德
说，近年来，埃中签署了一系列
考古和文物交流协议，双方将持
续推进合作、加深友谊。上海博
物馆馆长褚晓波说，中埃文物机
构将携手发布联合考古的新计
划。据悉，展览将于7月19日正
式向公众开放，将持续至 2025
年8月。 （记者 孙丽萍 丁汀）

来源：新华网

中埃联合大展“金字塔之巅”于上海揭幕

7月17日在上海博物馆人民广场馆南门拍摄的美内普塔站像，高2.4米、重2

吨多。这是上海博物馆首次把文物展品放在室外展出。 新华社记者 刘颖 摄

我省多措并举

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
多地取消旅游预约

“不约而至”如何体验良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