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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游欧洲”成历史
“没钱出国游，有钱国内走”还行得通吗？

随着学生暑假的到来，暑期出游报名将迎来热潮。
与2019年前流行“没钱出国游，有钱国内走”不太一样

的是，近两年越来越多旅游爱好者将目光投向了国内游目的
地。从每年暑假都大热的新疆、宁夏、青甘环线等大西北线
路，到三亚、成都、西安、青岛等传统暑期热门旅游地，再到甘
肃天水、江西景德镇等新兴网红目的地，都将在今年暑期迎
来大批旅游者。

国内游“真香”这一变化，缘何发生？

2019年，“没钱出国游，有钱国内
走”的说法一度流行，缘于北京一对小夫
妻算了笔账：去越南，单人往返机票
1500元(以人民币计)，同一时间往返广
州最便宜的机票是1900元；在越南住相
当于四星的民宿，3天950元，景点门票
大多只需10元，餐饮消费也很便宜，玩
一趟花不了多少钱。

这条帖子很快引发热议，不少游客
跟帖称，假日国内游人山人海、景点门票
贵、还要时刻担心被“宰”，真不如去国外
旅游性价比高：去海南旅游的花销可以
去一趟东南亚海岛住好玩好，去一趟新
疆、西藏的费用够去一趟欧洲，不仅自
然、人文风景没得挑，异域风情更是加分
项，“没钱出国游，有钱国内走”的说法由
此不胫而走。

不过，这样的形势近两年已悄然改
变。上海师范大学旅游学院副教授刘德
艳与朋友交流时发现，“万元游欧洲”已
基本成为历史：“我朋友准备暑期出游，
先看了东南亚方向，发现不少线路报价
比2019年贵了近1/3；又看了20天左右
的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方向的线路，
报价基本都超过4万元。算了算，一家
人出去一趟开销不小，最终决定放弃。”

签证难的问题也客观存在。今年4

月，上海市民林女士计划去意大利，发现
很难约到签证名额。最终，她辗转找到
一家机构，加价3580元抢一个意大利签
证办理名额，终于顺利成行。刘德艳也
不时从身边亲友处听说有人被拒签的消
息。这种行程规划中的不确定性，令部
分出境游爱好者打起了“退堂鼓”。

春秋旅游副总经理周卫红坦言，重
启后的出境游费用的确有所上涨，除了
能源危机导致的石油、天然气价格上涨
和境外酒店、交通资源涨价外，持续三年
的出境游“断档”也直接影响了旅行社获
取资源的价格。2019年及以前，中国游
客出境游体量比较大，旅行社通常都会
提前好几年布局境外资源，如提前两年
买断日本某个酒店的客房，以较低的价
格控制房源，后期再打包成旅游产品后
零售。“但去年2月中国公民出境团队游
正式开放时，境外旅游市场已经提前恢
复，国内的旅行社此时在境外已经很难
拿到价廉物美的地接资源，最终也会体
现在旅游报价上。”

此外，签证预约难、部分国际航线尚
未恢复至疫情前水平等因素，都对出境
游市场的复苏造成了一定制约。目的地
国家的治安情况和友好程度，也成为人
们考虑是否出境游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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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出境游市场面临的困难重重相
比，近两年国内游迅速崛起。从最早的
淄博烧烤大热，到哈尔滨冰雪游、天水
麻辣烫、开封王婆等接连出圈，国内多
地文旅部门直接“下场”揽客开启“宠
粉”模式，都为国内游带来了持续的热
度，也大幅提升了其友好度和综合体
验。2019 年前热衷于出境游的谢女
士，去年暑期的家庭游去了青岛，今年
打算走一趟涵盖了青海湖、甘肃敦煌等
地的青甘大环线。

社交平台主推的“种草”模式，也为
国内游带来了丰富的选择。以上海为
例，先是徐汇滨江“人体工学”草坪出
圈，《我的阿勒泰》播出一段时间后，开
放已两年多的世博文化公园内的音乐
之林草坪忽然以上海的“阿勒泰草坪”
之名大热。近几天，由原上海航海仪器
总厂改建而来的EKA·天物，又成为社
交平台博主们的打卡新宠。全国范围
内，近期因热播剧《我的阿勒泰》人气飙

升的新疆，早已延伸出农贸市场和桦树
林打卡、雪季玩雪等小众玩法；前几年
曝光率颇高的独库公路已非新疆“顶
流”，被称为“最美国防公路”的S101成
为社交平台上新的流量密码，令人目不
暇接。一些会玩的高端游客，甚至在旅
游机构协助下去到了川西羌塘无人区。

国内游成本下降，也成为大势所
趋。“这几年国内不收费的区域增加，还
有目的地针对重点客源市场推出景区
免费措施，降低了出游成本。之前上海
的‘中国式风景’林风眠、吴冠中艺术大
展免费开放，吸引了许多艺术爱好者前
来。另外，City walk、乡村旅游、古镇
旅游都可以不怎么花钱,不一定非要去
景区旅游。”刘德艳发现，只要游客玩得
开心，他们在二三线城市的花销并不
低。以今年元旦假期的公开数据为例，
游客在哈尔滨的人均花销约1940元，
这一数字甚至超过了同期部分一线城
市游客的人均花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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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游火爆之余，各个旅游目的地
的文旅“抢客战”仍在继续。

6月7日，苏州文旅部门宣布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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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实名预约制，赚足了上海这一重要客
源地的眼球。事实上，在苏州宣布这一
措施前，上海、北京、沈阳部分景区和文
化场馆已经取消参观实名预约制。6月
10日，上海市文旅局发布公告，重申了
这一原则。

与此同时，江苏扬州和盐城、西藏
定日等近日纷纷来沪，推介当地夏日文
旅资源和玩法。多地文旅部门竞相刷

“存在感”，缘于暑期是一年中时间跨度
最长的文旅消费旺季，也通常是亲子游
客举家出游的大假期。在客源群体时

间、精力和金钱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先
下手为强”吸引游客，已成为多地文旅
部门心照不宣的默契。

另一方面，出境游相对高价的现
象，也将随着时间推移逐渐趋于合理。
以泰国为例，由于国内飞往泰国的航班
进一步恢复，从上海、成都、广州、兰州
等多个航点飞泰国都有直达航线，因此
相关线路的机票价格比出境游重新开
放初期已有明显下降。近期，春秋航空
执航的从上海往返普吉岛含税成人票
价仅需约1730元，低于不少国内长途
航线的票价。

不过，欧洲和北美方向上，尚需更
长时间降低成本，国内游的优势仍将持
续一段时间，形成一个难得的发展与提
升“窗口期”。 据上观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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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元钱冰杯成便利店热卖单品，你认为值得买吗？
3块钱，你会选择买一瓶可乐还是一个冰杯？这个夏天，除了奶茶、咖啡、西瓜、冰淇淋之外，年轻人有了

解暑新宠，它的名字叫——冰杯。随着相关话题在社交平台蹿火，冰杯已然成为便利店里热卖单品。
然而，冰杯3元左右的定价也引发了众多消费者的争议。有网友表示，冰杯其实就是加了食用冰的透明

塑料杯，价格却卖到3元以上，如果再加上一到两种搭配的饮料，甚至超过10元，并不比一杯奶茶便宜，不少
人觉得被价格“背刺”。为更精准地了解长沙便利店冰杯的售卖情况，近日记者进行了调查走访。

一杯冰块卖到3元左右

6月30日，记者随机走访了长沙多家
便利店，发现多个品牌的冰杯均有在售。
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种是纯净水冰杯，
即配料表里只有水；另一种是带味冰杯，
包括咖啡冰杯、水果冰杯等。

一杯冰杯的价格比一瓶饮料的价格
还贵？在中百罗森便利店，记者发现160
克的普通冰杯价格为3元，另外还有一款
160克的柠檬冰杯价格为3.5元，从外观上
看，除杯底多附了一片柠檬，其他与普通
冰杯无差别。“大部分顾客都是买来配饮
料喝，天气热的时候卖得多一些。”该店店
员说。而在新佳宜便利店，180克的普通
冰杯价格为 2.8 元，杯身印着“佳宜咖啡”
字样。除此之外还有袋装冰块出售，规格
200克的价格为1.9元，规格1公斤的价格
为6.9元。

虽然便利店冰杯多打着便利店品牌
的标识，但实际仍由食品企业生产。如新
佳宜的冰杯是湖南冰语食品有限公司生
产，芙蓉兴盛的冰杯则由长沙翰泽冷饮有
限公司生产。不同公司生产的冰杯价格
不一致，杯子质量与外形也存在差异。

从厂到店，冰杯价格翻了一番

冰杯的流行离不开社交平台的推波
助澜，许多年轻人将冰杯DIY饮品拍照分
享到社交平台，迅速带动了流行风潮。但
网友对于冰杯的讨论也分为截然不同的
两派。

“主要是为了方便，而且这种冰块融
化速度会慢一些。”记者采访了正在购买
冰杯的顾客小陈，她表示自己经常买冰杯
来泡咖啡喝，相对来说更加方便，更愿意
支出这笔费用。

但也有消费者认为冰杯太贵，冰块的

成本本来就很低，用塑料杯包装一下就卖
3元钱未免太离谱。还有网友甚至表示麦
当劳肯德基的冰都是免费提供，冰杯就是
新型“刺客”。

记者咨询长沙一家制冰厂了解到，目
前该工厂售卖的一箱冰杯价格为102元，
共 60 杯，平均一杯 1.7 元。如果做代理，
需要拿货 500 箱，价格为 1.5 元一杯。此
外，工厂也可以提供冰杯定制，价格同样
是1.5元一杯，但要5万杯起。从记者走访
的情况来看，市面上的冰杯大多是3元左
右。从工厂到便利店，价格翻了一番。

即便一众消费者认为冰杯价格过高，
但由于市面暂无其他冰块购买渠道，自制
冰块相较来说更加费时，多数年轻人仍然
会选择直接购买冰杯。

制冰标准待完善，冰杯未来如何？

冰杯走红后，更多企业看到了商机。

除了新佳宜、罗森等便利店自营冰杯外，
农夫山泉、冰极限等品牌也纷纷入局赛
道。冰杯市场火爆，但目前我国尚未出台
食用冰方面的强制性国家标准，目前市面
上冰杯采用的标准不一。

“目前食用冰杯的生产和销售还处于
一个比较初级的阶段，存在一定的风险和
问题。”奥优国际董事长张玥表示，相关部
门应该加强对食用冰的生产和销售的监
管，制定更加严格的标准和规范，确保食
用冰的质量和安全。

据了解，在部分国家，食用冰早就是
一种消费习惯。业内分析人士指出，冰杯
系列产品主要为了满足当下绝大多数年
轻人所追求的个性化和新鲜感的消费趋
势，但也需要注意，目前我国在食用冰方
面仅有行业标准，消费者在购买时需注意
产品质量，避免以次充好。

据《长沙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