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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运期间预计运送旅客 1044万人次

赛里木湖引游人

   眼下正值新疆旅游旺
季，位于博尔塔拉蒙古
自治州的赛里木湖风光
宜人，吸引各地游客前

来观光。
　　新华社记者 丁磊 
摄

北京打造文旅消费新场景 212家等级旅游景区实现 VR虚
拟导览

    人民网
   2023 年暑运从 7月 1
日开始至8月31日结束。
记者从首都机场获悉，
暑运期间，首都机场预
计起降航班约7万架次，
运送旅客 1044 万人次。
从 7 月 1 日至 20 日，首
都机场共保障航班 2.2
万架次，日均1111架次，
运送旅客326.6万人次，
日均 16.3 万人次。
   数据显示，暑运期
间首都机场国内航线搜
索指数较 2019 年高出
43%，上海、成都、广州、
三亚、昆明等国内城市
成为热门出行选择，普
吉、清迈、布达佩斯、

约翰内斯堡、福冈等热
门国际航线旅客量也涨
幅明显。随着国航北京
至札幌、慕尼黑以及海
航北京至爱丁堡、都柏
林、普吉等国际航线的
陆续恢复，首都机场国
际及地区航点将超过 70
个。
   此外，为了做好暑期
出行旅客的服务保障，
首都机场根据航班出港
情况，动态调整旅客流
程关键节点的服务引导
人员，并通过安排岗位
志愿者、设立专用特殊
旅客柜台及通道等方式
助力旅客高效出行。
   据首都机场相关负责

人介绍，首都机场针对
性地推出系列夏日出行
保障措施，比如面向首
次抵离的国内外旅客推
出“首乘无忧”暖心服
务，工作人员将根据旅
客进出港需求，提供“首
乘旅客出行提示卡”，
为旅客标明进出港流程、
相应值机柜台、登机口
位置、安检禁限带物品
等关键环节服务信息，
并提供全程的识别引导，
保障首乘旅客无忧出行。
同时，推出夜间定制巴
士服务，在 2 号航站楼
1 层 9 号门外或 3 号航
站楼 B1 层出租车候车大
厅的定制巴士柜台，通

过实时拼单的形式，将
服务终点延伸至小区门，
丰富和完善了首都机场
公共交通服务类型，努
力满足航空旅客个性化
出行需求。
   在乘机过检方面，暑
期出行旅客多随身携带
一些应急类医药品，需
要注意的是，糖尿病或
者其他疾病患者如携带
航空旅行途中必需的液
态药品，经安全检查确
认后，方可随身携带。
花露水、驱蚊喷雾不能
随身携带，但可办理托
运。由于当前儿童旅客
出行相对增多，根据相
关规定，仿真枪禁止随

身携带或托运；不属于
仿真枪、不构成枪支认
定标准的玩具枪，可作

为托运行李运输，但不
能随身携带。
   （乔雪峰）

暑运期间首都机场预计运送旅客 1044 万人次。首都
机场供图

7 月 25 日，游客乘坐游船在新疆赛里木湖游览（无
人机照片）。

新疆昌吉州：美丽乡村入画来 河北廊坊：戏剧主题公园开园
引游人

   昌吉市六工镇十三户
村先后荣获中国美丽休
闲乡村、第三批全国乡
村旅游重点村等荣誉称

号。近年来，该村围绕
“生态旅游、文化旅游、
休闲旅游、健康旅游”
的发展思路，打造了集

休闲垂钓、娱乐购物、
民宿美食为一体的乡村
旅游综合体，不断丰富
乡村旅游业态，稳步走

出一条产业兴、百姓富
的乡村振兴路。

游人在“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公园内参观。

　 中新网 (记者 徐婧 )     
   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
副局长刘斌在 26 日召开
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
设两周年新闻发布会上
表示，北京近两年打造
国家级文旅消费新场景，
智慧文旅平台项目进展
顺利，212 家等级旅游
景区、73 家红色旅游景
区及大运河国家文化公
园等实现 VR 虚拟导览服
务。
　　刘斌介绍，北京培
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
市两年来，北京市文旅
局致力于进一步释放文
旅消费潜力，按照《北
京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
心城市实施方案 (2021-
2025 年 )》，市文旅局
牵头出台政策 12 项、推
动落实重点任务 24 项、
统筹推进重点文旅项目
22 个。截至目前，12 项
政策措施全部出台，24
项重点任务稳步推进，
22个重要项目陆续建设，

部分已经投入使用。
　　北京制定实施了
《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
市建设文旅消费潜力释
放配套方案 (2021-2025
年 )》，出台《北京市
扩大文化和旅游新消费
奖励办法》，以供给创
新带动需求扩大，释放
文旅消费潜力；出台《关
于规范引导帐篷露营地
发展的意见 (试行 )》，
促进北京市帐篷露营地
健康有序发展；出台《北
京市演艺服务平台项目
资助管理办法》，聚焦
精品剧目演出、演艺空
间培育、线上演艺服务
三个方面，搭建大戏、
好戏展示平台。
　　在培育文旅消费新
业态方面，北京通过市
区联动、部门互动，举
办文旅活动。通过发布
线路、丰富产品，塑造
文旅消费新品牌；实施
“漫步北京”计划，围
绕中轴线和三条文化带，

共推出 200 余条主题游
线路；首次发行 3000 万
元京郊住宿消费券，京
郊旅游产品不断丰富；
全市乡村民宿发展到
4965 家，“ 门 头 沟 小
院”“长城人家”“冬
奥人家”等区域民宿品
牌更加响亮。
　　在打造国家级文旅
消费新场景方面，北京
环球主题公园盛大开园，
成为北京文旅新地标和
来京游客集中体验的新
场景；东城、西城、朝阳、
密云、延庆 5 个区入选
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试
点城市，前门大街、天
桥演艺区、亮马河国际
风情水岸等 11 家单位获
评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
游消费集聚区，前门大
街、三里屯太古里等 4
家被评为国家级旅游休
闲街区；智慧文旅平台
项目进展顺利，212 家
等级旅游景区、73 家红
色旅游景区及大运河国

家文化公园等实现 VR 虚
拟导览服务；东城区“故
宫以东文化金三角”、
门头沟区“京西山水嘉
年华”等一批文旅新业
态蓬勃发展。
　　在营造良好文旅消
费市场环境方面，北京
打造以信用监管、智慧
监管、规范监管、协同
监管四大模块为基础，
以文化经营主体台账数
据库为支撑的信息化监
管平台，制定《北京市
剧本娱乐场所联合监管
工作方案》，加强新兴
业态的引导规范；突出
综合治理，严打非法“一
日游”和“黄牛票”，
进一步规范文艺演出市
场；发挥市假日办组织
协调作用，强化假日旅
游限量预约管理，守牢
安全底线，为文旅消费
营造良好市场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