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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双起

今年“五一”假期，浙江省衢州市政
府食堂向游客和市民开放，主打“鲜辣衢
州”风味，提供18元3个菜的标准套餐及
兔头、鸭头等特色小吃，其“宠客”做法引
发网友热议。

政府食堂和停车位对外服务，不是
新鲜话题，几年前一些地方就进行了相
关实践。每当有些地方采取这样的做
法，就会引发网友热议，不由得让人进一
步思考。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机关大院的大
门是封闭的，对外是严肃神秘的。一些
地方开放政府食堂和停车位，在一定程
度上释放了职能部门亲民、便民的信
号。假期期间，政府食堂和停车位对外
服务，老百姓与政府的心理距离近了，也
可以更真实地感受到一座城市公共服务
中的公开与透明。这种开放不仅可以将
政府资源和社会资源进行有效结合，还
可以促进资源的共享和合理配置。节假
日期间，政府食堂等设施和人力资源处
于闲置状态，通过向游客开放，可以提高

资源利用率，同时为游客提供更便利的
服务。

从实践来看，政府食堂也是一张独
特的旅游名片。开放政府食堂可以丰富
游客的旅游体验，还可以带动当地旅游
业的升级发展，使其更加多元化和丰富
化。同时，政府食堂开放，还可以引领更
多的企事业单位食堂和停车位对外开
放，在节假日旅游高峰期进一步推动资
源整合和共享，有效提升游客的旅游体
验。

当前，随着旅游市场的不断升温，在

节假日出游高峰期，如何缓解接待压力，
把更多的公共资源“让位于民”，是许多
城市应该思考的问题，并可出台一系列
措施予以解决。当然，各地情况不同，出
台措施不同，效果也会有所不同。就一
些地方政府食堂对外开放这一做法来
看，既解决了城市接待能力与游客需求
之间的矛盾，打造出包容便利的旅游招
牌，也有效树立了政府部门的亲民形象，
同时对其他单位起到引导示范作用，优
化了公共资源的利用效率，可谓“一举多
赢”，具有借鉴和推广意义。

政府食堂“宠客”出圈的背后

□ 侯莎莎

“五一”假期，日照海边一景区，一幕
有趣的场景上演：景区工作人员驾驶小
车，沿着滩涂抛撒蛤蜊，游客追着撒蛤蜊
的车，玩得不亦乐乎。

有人质疑这是虚假赶海，不能跟传
统赶海带来的满足感相比，但其精准击
中了当代人的情感需求——游客需要的
不是蛤蜊本身，而是那份“轻松体验赶海
乐趣”的情绪价值。

《2024 中国青年消费趋势报告》指
出，近三成青年受访者会为情绪价值消
费。此前，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的报告指
出，情绪释放将成为影响年轻消费者决策
的重要因素。当物质丰裕到一定程度，游
客的消费行为便发生了变化：从满足生存
需求转向情感慰藉。景区撒蛤蜊的行为
如一面多棱镜，折射出新时代人们放松心
情、寻求乐趣的消费图景。

传统赶海是一项需要耐心、技巧与
运气的活动，其魅力在于结果的不确定

性。而景区通过人工干预，将赶海变成
“必赢游戏”。这一转变折射出新型消费
逻辑的崛起——情绪消费正逐渐取代功
能消费，成为驱动经济的新引擎。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类似景区撒蛤
蜊这样的微创新，目的在于让游客乘兴
而来、满意而归，也代表着旅游业从粗放
式发展向精细化运营的转变。过去，景
区往往注重硬件投入和规模扩张，现在
更关注游客的细微感受和情感需求。这
种转变不是降低标准，而是提出了更高
要求——需要景区管理者具备较强的同
理心和创新意识。

“五一”假期，聊城首届国潮文化旅
游消费周举办。消费周聚焦“汉服舞台
秀”“国风巡游”“节目演出”“国潮市集”
四大板块，联动光岳楼、山陕会馆、县衙
等标志性景点，构建“一城多点”的文旅
消费矩阵，让游客在花神拥簇、花瓣飞舞
的浪漫气氛中漫游古城，最大限度感受
城市特色与国风魅力。这种以沉浸式体
验为导向的服务思维，正是当下景区转

型升级的关键所在。
眼下，社交归属性强、即时性满足强

的情绪消费品备受年轻人青睐。日照这
一景区的游客主动拍摄视频或图片，发
到社交媒体平台，形成现象级传播。这
种欢乐的氛围不仅溢出屏幕，还在无形
中提升了景区的知名度。

当然，任何创新都需要把握适度原
则。景区撒蛤蜊之所以获得好评，关键
在于它既提供了情绪价值，又没有过
度破坏自然体验的本真性。未来，景
区可以在保留这一创新服务的基础
上，进一步丰富体验内容，比如增加赶
海技巧教学、海洋生态讲解等环节，让简
单的“收获快乐”升级为更有深度的旅游
体验。

这些案例给我们的最重要启示是：
在体验经济时代，旅游景区竞争力的核
心正从“有什么”转向“能让游客感受到
什么”。那些能够洞察游客情感需求，并
通过创新服务满足游客需求的景区，必
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

从景区撒蛤蜊看文旅消费新趋势

□ 刘远举

5月1日，有网友反映“在三亚一流动
摊贩处购买的水果从9斤变成6斤”的问
题。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综合行政
执法局已找到该流动摊贩，经调查该网
友反映的情况属实，已依法立案，并根据
规定拟给予5万元的行政处罚。

旅游景区的摊贩没有品牌、没有店
面，谈不上商誉。再加上景区的游客来
自天南海北，都是流动的，说不定第二天
就走了，不会去找摊贩算账。所以，这种
交易场景，必然会导致短视行为的产
生。如果严格按行为后果和处罚来计较
的话，5万元的罚款已经远超出短斤少两
的后果。所以，这事已经与监管力度无
关了。作为一个旅游城市，三亚在这方
面的处罚力度，已经很大了。处罚的意
义之一就在于警示，所以当地市场监管
部门不但要处罚，还要和其他部门协同
宣传出去，才能形成警示效果。

据《南方都市报》

少3斤罚5万
警示意义大于处罚本身

□ 张悦

据报道，5月2日，湖北宜昌王女士一
家驱车抵达宣恩县城，因订不到酒店向
当地文旅局求助，后被安排住到县文旅
局局长的家里。当晚，在文旅局动员下，
不少干部职工和居民都腾出空房，解决
了30多名游客的入住难题。

想方设法解游客燃眉之急，宣恩文
旅做法赢得一片赞声。把游客当家人，
映出小城大爱。但也有网友质疑，当地
要是提前做好接待预案，哪还需要住进
局长家？游客住在市民家，怎么保证安
全？对这座小城来说，这些质疑多少有
些求全责备。

近年来，宣恩受到游客青睐，但宾馆
等旅游设施不可能一步到位，不宜简单
地拿宣恩和旅游接待能力强的城市去对
比。据报道，为迎接“五一”客流，当地其
实提前部署了多套应急预案，5月3日，还
在体育馆内设置了100个应急床位。宣恩
对临时住宿能力不足的解法值得肯定。

“你们热情的笑容、耐心的解答，让
我们彻底消除了陌生感，真切体会到宾
至如归的含义。”游客留下的感谢信，是
对文旅局局长带头腾房留客的认可，更
是对这座城市真诚待客的点赞。真诚永
远是最闪耀的文旅招牌，温暖的人心比
美丽的风景更动人。 据《北京晚报》

局长“腾家”救急
也是“宠客”之道演出之后 辛政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