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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进入10月下旬之后，各地热门旅游目的地的机票、酒店等资源紧张情况得到缓解，旅游产品价格大幅回落，加上秋

季气候宜人，不少市民开启“错峰旅游季”，轻松游玩的同时也能比黄金周期间节省部分旅游支出。

国内旅游除了赏红叶线外，
很多景区进入“淡季”，许多旅行
社也顺势推出了错峰出游的优
惠线路，既能少花钱，又能避开
汹涌的人流，还能享受同样甚至
更好的服务，如果你时间允许，
现在选择出行，当真是最聪明的
做法。

“银发族”开启错峰游模式

“旅游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
加充实，更让我们的晚年生活重
新焕发了活力。”家住太原市平
阳路亲贤街退休的张元先生告
诉记者，“旅游已经成为满足老
年人心理需求、丰富生活的重要
组成部分，现在很多老年人已经
把外出旅游当成度过自由时间
的最好选择之一。”

现在，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
提高及生活观念的转变，“银发
一族”已经成为旅游市场一支不
容小觑的主力军。

今年国庆长假过后，张元先
生和家人选择乘专列去新疆欣
赏美丽的秋景，他对记者说，坐
火车旅行不用那么忙碌地为了
旅行而旅行，虽然耗时较长，但
是路上的风景变幻，让搭火车本
身就成为了旅行的一部分。

山西红马国旅副总经理苏宇
表示，从目前的报名情况来看，

“银发族”在出行上具有出行意
愿强烈、出行时间充沛、出行渠
道仍以传统旅行社为主。

近日，携程对平台上百万级
跟团游、自由行产品数据进行了
分析，据统计，国庆后到 10 月下
旬、11 月，国内跟团游、自由行等
旅游产品平均价格下降 30%至
60%不等。加上网上的大规模淡
季促销，有些国庆热门线路价格
近乎腰斩。

旅游业界人士表示，错峰出
游不仅价格实惠，还能避开人流

高峰，获得更舒适的旅游体验，
特别适合时间灵活的老年群体，
以及能够带薪休假的上班族。

专列“带热”错峰游市场

“与年轻人相比，由于时间
较充裕，许多老年人大多选择 7
天以上的行程，在出行方式上，
也比较偏好乘火车出游。因此，
近期一些旅行社推出的针对老
年人的旅游专列受到许多老年
朋友的青睐。大部分旅行社均
为老年团配备具有丰富带团经
验的领队和随团保健医生，而且
旅行社避开周末高峰，放缓整个
游程的节奏，以适应老人的体力
承受能力，方便老年游客的出
行。”山西太平洋国旅副总经理
刘锋介绍说。

“相对于飞机、动车、高铁等
快捷交通工具，火车也是时下最
安全的交通方式之一。通常，老
年人觉得比起飞机，火车更安

全，与汽车相比，火车则更为舒
适。因此稍微远点的地方，他们
都喜欢乘火车，火车比较适合老
年人缓慢的节奏。”刘锋表示，
在景点的选择上，与年轻人相
比，老年人比较钟爱养生保健
养生游和红色旅游。其后才是
休闲度假游、文化鉴赏游和都
市观光游。

据记者了解，省城一些嗅觉
敏锐的旅行社意识到“银发游”
市场的潜力，开始注意老年旅
游 市 场 这 片 独 特 的 风 景 。 目
前，旅游市场上推出的援疆专
列，不仅满足了山西客人一次
游够大半个中国的目的，不一
样的美景会尽收眼底，更关键
的是可以近距离走进西北五省
区，感受神秘的西部文化。本
次 专 列 从 太 原 站 出 发 带 着 游
客，在 12 天内的行程中途经宁
夏、内蒙古、甘肃、青海、新疆西
北五省区，囊括了青海湖、敦煌
莫高窟、天山天池等风景美丽

的景点。
据悉，目前市场上推出的一

些针对老年人专列产品，都安排
了人性化的专业服务、安全可靠
的医疗保健，还增设了互动参与
体验生活的一系列活动。在行
程设计上，会根据老年人的特点
尽量减少体力消耗较大的爬山、
长时间行走等活动，一天只安排
游玩 1～2 个景点，减少在购物点
逗留的时间等。

门票优惠促进错峰游热潮

国庆中秋假期结束后，随着
出行人数的减少，机票、酒店客
房等旅游产品价格都出现了大
幅回落，一些非热门地区的住宿
价格甚至只有假期期间的三分
之一，优惠的价格，也成为促使
很多人选择错峰出游的重要原
因之一。

虽然国庆中秋假期结束了，
但很多景区的优惠活动还在持

续。比如，湖北此前推出的“与
爱同行 惠游湖北”活动将持续
到年底；山东泰山、三孔、天下第
一泉等 81 家国有景区推出的大
幅降低门票价格活动也将持续
到年底；从 9 月 8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新疆喀什地区 A 级景区向所
有游客实行门票免费、星级酒店
住宿优惠、自驾游奖励等 8 项旅
游优惠政策……

按照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
厅《关于加快促进服务业恢复
稳定增长若干措施的通知》（晋
政 办 发 电［2020］45 号）有 关 景
区 免 票 工 作 的 要 求 ，2020 年 下
半年周一至周五工作日向全国
游客免首道门票的 A 级旅游景
区目前已有 131 家。目前，该政
策还有 2 个月的有效期。各大
景区的人潮回落，也让一些人
气爆棚的景点门票预约变得相
对容易。例如，假日期间，北京
故宫博物院一票难求的场面已
有改善，目前预约门票已经容
易多了。

另外 ，当 前 我 国 很 多 地 区
进入气候宜人、风景优美的时
节，此时出门恰好可以感受最
美秋色，因而很多旅游企业已
推 出 针 对 不 同 需 求 的 赏 秋 线
路。比如，主打胡杨林海、民族
风情的西北线路；感受小桥青
瓦、流水人家之余，品味肥美大
闸蟹的苏浙之旅；欣赏层林尽
染 ，宛 如 童 话 仙 境 的 西 南 之
行。除此以外，随着北方气温
慢慢下降，南方温润之地如广
东、广西、福建等，以及海岛旅
游产品日渐红火。

另据记者了解，从今年 10 月
15 日开始，西藏第三轮“冬游西
藏”活动政策将延续至 12 月 31
日。除寺庙景区外，全区国有 3A
级（含3A级）以上景区免费游览，
国有 3A 级以下和非国有 A 级景
区在淡季价格基础上减半。

苏宇提醒说，一般上了 60 岁
的老年旅游者在国内许多景区
都能享受到多种旅游优惠，所以
一定要带上老年证，这样可以节
省不少银子。

秋景宜人，错峰出游正当时
本报记者 栗美霞

每一首古诗，都是鲜活的游
历图，每一位诗人，都是资深的
旅行家。太原是国家历史文化
名城，悠远的岁月积淀了无数
的历史经典，也孕育了无尽的人
文风光，引得无数诗人为之题
诗，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篇。太
原市文化和旅游局邀您重走古
代诗人的诗词之路，重新领略
在古典诗词照耀下的锦绣太原
之美。

汾河晚渡
张颐（明）

山衔落日千林紫，
渡回归来簇如蚁。

中流轧轧橹声清，
沙际纷纷雁行起。
遥忆横流游幸秋，
当时意气谁能俦。
楼船箫鼓今何在？
红蓼年年下白鸥。
诗中古人带你观景，除了欣

赏自然风光之外，更加注重意
境。正因为如此，汾河晚渡在清
代成为太原八景之一。夕阳西
下，站在“汾河晚渡”的岸边，想
象着古人渡船来往河东河西的
繁荣景象，顿时觉得那种画面很
惬意。

崛围红叶
傅之谕（明）

崛围岿嶧盛朝华，
鹫岭红浮万嶂霞。
萝壁绣云迄锦缆，
枫辔笼日满天葩。

丹梯擢汉高怀抱，
朱草牵风引慧花。
螮蝀可怜玄圃地，
武陵何处问仙家。
在诗人的眼中，崛围山上的

红叶如霞似锦、如火腾跃，将山林
里、天地间染成一片锦绣，美了大
地、醉了四方游人，铺天笼日，极
为壮观，仿佛一处桃花源仙境，唯
美极了，让人忍不住想去身临其
境,探访这武陵仙家之地。

晋阳深秋
王锡纶（清）

落拓深秋客意凉，
残蝉凄切板桥霜。
沾衣几点芦花白，
拂帽千条柳色黄。
剥枣隔篱喧午韵，
卖梨满市放寒香。
宾鸿故故飞无尽，

妙写青天字一行。
板桥起霜，芦花飞白，柳条著

黄，篱边打枣喧闹，市上新梨飘
香，青天一行宾鸿，诗文灵动，巧
妙描绘了太原城一幅秋意浓浓
的生动风俗画。唯有这些地方
才能让久久沉浸在都市喧嚣中
的我们，去回味那古典的宁静。

蒙山晓月
吴启（明）

烟寺钟声出薜萝，
一钩残月挂天河。
乾坤明处影偏淡，
风露晓来寒更多。
树色渐着青掩映，
山形微见碧嵯峨。
清虚意向此中识，
谁解愁人夜气歌。
蒙山位于大原市西南 20 公

里处，是我国最早开凿大型石刻
佛像的名山。蒙山晓月为大原
八景之一，山形嵯峨，树影婆娑，
微风寒带，一轮残月挂天际，一
派清幽美景象。传说，这里的月
亮升得比其他地方早，落得比其
他地方放晚，是赏景绝佳之地。

文灜湖偶眺
张友桐（清）

城外青山破晓烟，
山光楼影树相连。
鸟惊宿露翻莲上，
鱼漾清波向柳边。
却爱清和届今日，

不知俯仰系何年。
夜来贮得空潭月，
揭若天瓢曾醉眠。
诗中的文瀛湖美得无与伦

比，一山一木都倒映在清如许的
湖里紧紧相连，连鸟儿都被这湖
光山色的美景惊讶得迟迟不愿
离去，夜晚都露宿在莲花上静享
美好时光，鱼儿荡着微波缓缓地
游向岸边，湖畔柳树静静地驻守
着佳人。

游龙山御制
完颜璟（金）

嵯峨云影几千重，
高出尘寰迴不同。
金色界中兜率境，
碧莲花里梵王宫。
鹤惊秋露三更月，
虎啸疏林万壑风。
试拂花笺为觅句，
诗成自适任非工。
古人笔下的龙山巍峨叠嶂，

气象恢弘，别有一番天地。这里
是文殊菩萨的净土，是大梵天王
的宫殿，是道教、佛教文化融合之
地，石窟艺术更是名扬远古，至今
美丽依旧不减。又到金秋时节，
这里又成了观赏红叶的绝佳之
地，丁香谷、锦绣谷、桃花沟、后山
……火红色黄栌、五角枫层林尽
染，漫山红遍。登顶之后，极目远
眺，那高楼大厦、田野、村庄、汾
河、晋阳古城……尽收眼底。

本报记者 栗美霞

游山西·读历史

跟着诗词去旅行跟着诗词去旅行，，寻觅最美太原寻觅最美太原

本报讯 近日，“我和我的家乡
——山西最美乡村再发现”活动在太原
启动。来自全国多地的文化专家、网络
达人、摄影家、媒体记者共20余人，将共
同走进山西，发掘山西美丽乡村。

本次活动旨在通过实地采风、视频
直播、线上评选等方式，利用网站、微
博、微信、抖音等传播平台，让更多的人
了解到山西新近推出的长城、黄河、太
行三条旅游一号公路，饱览公路两侧乡
村美景，助力山西美丽乡村走向世界。
经过四个月的广泛征集，目前收集到的
摄影作品已涵盖山西76个区县，覆盖山
西全省区县的70%。

主办方表示，将利用海内外传播渠
道，对话晋乡美景、好物，擦亮山西三大
品牌形象、叫响“山西三宝”、“山西药
茶”等山西特色文创产品、地理标志产
品，助力山西乡村之美走向世界。

本报记者 栗美霞

挖掘乡村之美

“山西最美乡村再发现”活动太原启动

本报讯 今年以来，山西商务国旅
围绕“游山西，读历史”文旅主题，对山西
旅游线路进行升级，倾心打造“游山西、
读历史、品美食”文旅主题游线路。为广
大游客感悟山西历史文化、丰富美好生
活提供更好的出游选择。

10月15日至10月19日，山西商务国
旅接待了来自北京、天津、桂林等地的30
多位游客。这次为期5天4晚的美食文
化探寻之旅，游客们先后游览了晋商文
化的代表之一祁县乔家大院、世界文化
遗产地平遥古城、临汾云丘山古村落、曲
沃的晋国博物馆、洪洞大槐树、广胜寺、
三晋名胜晋祠博物馆、山西老西醋博园。

“走进山西，看懂中国”“参加游山
西、读历史、品美食主题团，是领略山西
美食文化最好的一次旅行体验”。对于
山西商务国旅设计主题线路，游客给予
了肯定。 本报记者 栗美霞

山西商务国旅：

倾心打造“游山西、读历史、品美食”主题游线路

自新闻诞生以来，它便是历史的重要
组成部分。过去那些精彩的新闻报道，是
一个时代的本真记录，经岁月沉淀后，虽
时效价值已消失，其历史、社会、文化等方
面的价值却历久弥深，是今天的我们追溯
过往社会变迁的重要线索。

20世纪80年代，改革的洪流奔腾不
息，不管城市还是农村，都留下了浓墨重
彩的改革印记，当时的新闻人为这些印记
着过墨、添过彩。他们笔下、镜头下的人
和事，真真正正是直面时代、立足现实、捕
捉问题、剖析原因，一桩桩、一件件，串联
起了改革开放的历史。

2020年9月，由三晋出版社出版的冯
建平新书《记录春天的脉动》，是一位基
层新闻通讯员的个人作品集，收录了发
表在《人民日报》《山西日报》《山西农民
报》《晋中报》的百余篇新闻报道和时事
评论，记录了1978年到1993年期间，晋
中农村波澜壮阔的改革浪潮。

这些新闻作品，每一篇都具有鲜明
的时代特征。比如在发表于 1978 年的

《满山尽是宝 只要弯弯腰》中，青城公社
打破观念禁区，发动群众上山刨药材，然
而在“四人帮”横行的时候，这一举动还
会被扣上“资本主义倾向”的帽子；比如
发表于 1979 年的《分组作业 包工到组
超产奖励》，详尽记录了邢村大队为适应
工作重心的转移，制定的一种新的劳动
管理形式；比如发表于1986年的《劝君莫
做“骂娘”派》，抨击了那些“不分青红皂
白”，“直骂得一无是处”的人群，折射出
改革初期面临的阻力与困难……

作者冯建平，早年在山西省和顺县
委通讯组搞通讯报道，采写发表过200多
篇新闻报道和时事评论。著有《文稿选
编》《农村调查七篇》，并主编《世界共产
党现状与发展趋势》《在晋城听讲座》《奋
斗与分享——晋中籍 26 位文化名人散
记》等书。冯建平先后在晋中市、晋城
市、省直等单位任职，现任晋中市党建研
究会会长。 本报记者 栗美霞

《记录春天的脉动》：

展现改革开放初期生动画卷

进入进入1010月份月份，，西北线路备受市场青睐西北线路备受市场青睐。（。（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汾河美景汾河美景。（。（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