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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区域旅游已
由景区间的竞争上升为区域旅游目的
地的综合竞争。树立‘大旅游’理念，走
‘抱团闯市场、整合大营销’新路，成为
区域旅游发展的共同取向。”李明伟介
绍说，吃、行、游、购、娱是旅游业的五大
要素，而“购”和“娱”现在成了河南旅游
业的“短腿”。

数据显示，在我国，游客旅游购物平
均占旅游消费的 22%，在河南这个数字
是 10%。一家旅行社的负责人张静说：
“在郑东新区的一次旅游交易会上，摆出

的仍然是我省传统的旅游商品，如：钧
瓷、汝瓷、黄河澄泥砚、少林宝剑、好想你
大枣、铁棍山药等。有时还真不知道该
向游客推荐什么好。”

“我们的旅游产品主要集中在工业美
术品、传统食品以及当地土特产再加工等
范围内，譬如：洛阳唐三彩、开封汴绣等，
不能简单地说是档次高低，但有一些曲高
和寡。”对此，河南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刘
道兴说，“旅游资源开发单一，旅游产业要
素不全，链条很短，不少旅游企业仅仅把
眼睛盯在景点和门票上，收入环节少。在

欧洲、澳大利亚等都是旅游发展很成熟的
地方，这些国家和地区都是依靠旅游消费
来推动当地旅游事业发展的。”

“未来的旅游产业将由‘门票经济’
向‘产业经济’转变，景点不能只在门票
方面做文章，有关部门应该大力开发旅
游特色商品。”亳州文化旅游控股集团党
委书记、董事长薛冰说，“今年亳州旅游
工作的重点就是集中扶持一片集旅游商
品设计、开发‘生产和销售为一体的重点
企业，策划开发融艺术性、实用性为一体
的特色旅游产品。’”

“被动等客来”逐步转向“主动请客来”

旅游推介的不仅是名山还是这座城市
本报讯 8月9日，沈阳旅游推介团在郑州举行旅游推介会；8月10日，“2017亳州文化旅游年推介会”在郑

州召开……近年来，旅游开始将“营销”视作发展的重要“一条腿”，旅游从“被动等客来”逐步转向“主动请客
来”。“中国古丝绸之路向沿线国家带去的不仅是丝绸、陶瓷、茶叶等，还是在传播中国文化。”参与亳州文化旅游
年推介会的古井集团副总裁杨小凡说，从亳州到郑州推介的不仅是旅游，更是亳州的文化和城市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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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频繁
一场场推介会的背后：
郑州人是中外旅行商
眼中的“金主”

今年前 6个月，河南省共接待海内外
游客3.41亿人次，同比增长16.8%，旅游总
收入3369.05亿元，同比增长18.2%。一入
7月，郑州机场就进入繁忙季，仅8月10日
一天，郑州机场单日旅客吞吐量首次突破
8万人次，连续的出行旅游热，使得旅游推
介会越来越多。

“2月 9日，腾冲旅游文化宣传推介会
在郑州举行；2月 21日，‘黄山奇景美天
下·菜花海古徽州’黄山旅游春季产品推
介会在郑州举行；3月 29日，‘锦绣潇湘
伟人故里，湖南如此多娇’2017湖南旅游
推介会在郑州举行；4月 25日，湛江市旅
游推介团来郑州举办‘看海来湛江’推介
会；5月 9日，唐山（郑州）旅游推介会在郑
州中油花园酒店成功举办；7月 20日，杭
州‘富阳新富春山居游（郑州）推介会’在
郑州举行……”郑州市旅游局副局长李明
伟介绍说，和外地在郑州不停地开旅游推
介会相比较，我们河南的旅游推介工作
也不甘示弱，7月 19日，以“丝路汉关·山
水新安”为主题的新安旅游暑期推介会
在西安举行；8月 8日，2017年哈萨克斯
坦阿斯塔纳世博会中国馆河南日暨旅
游推介活动成功举办，河南省代表团向
哈萨克斯坦旅游业界介绍了河南省旅游
资源及主要旅游产品；8月 11日，我省在
华沙举办的“2017中国（河南）—波兰经
贸合作洽谈会”上，做了河南专题旅游推
介会。

市场现状
一个绕不过的“问题”：
出去推介郑州旅游推什么？

郑州有名誉天下的嵩山少林寺，有黄
河风景区、绿博园、康百万庄园……

说起郑州旅游，人们常说“郑州旅游
资源丰富”。李明伟介绍说，郑州有世纪
欢乐园、康百万庄园等 4家国家 4A景区、
浮戏山雪花洞、荥阳环翠峪风景区等10家
3A景区。可是，“郑州旅游资源丰富，但为
何始终‘叫好不叫座儿’呢？”郑州大学旅
游学院副教授王刚伟认为，长期以来，我
们郑州旅游营销缺乏统一的策划、包装及
城市整体旅游形象品牌的塑造和推广。
整体营销的欠缺，让郑州一度只有精品景
点，没有精品线路。

“旅游经济是知名度经济。”李明伟
说，现在要树立郑州旅游的知名度，就要
拓宽思路。过去传统推介方式给国内外
游客的感觉是——除了少林寺风景区
外，郑州就没有什么特别出名的景区了，
这些与郑州鲜明的特色文化、厚重的历
史底蕴、丰富的旅游资源是很不匹配的。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相比传统的五
岳，甚至是省内一些旅游景点，云台山在
历史、文化、山水等旅游资源上并不占优
势，可云台山成了著名的旅游胜地；党政
主导、部门联动、市场化运作、产业化发展
为核心的“栾川模式”，成为我国贫困山区
依靠旅游业带动群众脱贫致富的典型。
王刚伟指出，看看别人，审视自身。作为
河南“标杆城市”的郑州旅游出去推介什
么？旅游营销急需“破题”！

直击问题
一场营销模式的变革：从“旅游推介”到“城市营销”

城市营销，是一项系统工程。城市
的硬件和软件资源都是城市营销的
对象。

“城市营销仅靠‘王婆卖瓜’是不够
的，‘口碑效应’尤为重要。游客的口碑
相传，胜过旅游营销千言万语。”李明伟
说，“以我们郑州为例，人人都是郑州的
形象大使。旅游城市营销，需要全社会
的共同参与。”

未来，城市旅游营销的方式完全可

以更加“智慧”。有的景区虽然较早应用
“智慧旅游”，但也只是表现在免去排队
麻烦、快速进景区这方面，还有很多方面
是应用得不够的。王刚伟说，对于河南
旅游来说，本身的资源吸引力或是旅游
价值，和其他名山大川相比还是有所欠
缺的。所以它就更需要让“智慧旅游”发
挥一个科技引导的作用，更多地应该靠
景区本身对新媒体的运用、加上对传统
媒体的整合，更有效地对景区和景点进

行推广。
“城市营销中的‘营’和‘销’，是个统

一体。‘营’要求打造一个优越的城市载
体，‘销’要求提升城市形象。”亳州市相
关负责人侯化说，城市主政者要树立“城
市即景区”的理念，提升旅游公共服务设
施等硬件，更要完善软件——提升城市
品位、景区品质、服务质量、市民素质，要
树立“人人都是城市宣传员”的理念，变
“王婆卖瓜”为“口碑营销”。

发展方向
一个新的旅游营销课题：从“王婆卖瓜”到“口碑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