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年6月11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 / 秦珍子 版面编辑 / 李沛然
Tel：010-64098355 5冰点冰点周刊周刊

5-6版

www.youth.cn

冰点特稿第1328期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裴思童

今年 63岁、一辈子没出过张家界市的

段大娘能熟练地用韩语卖水果。她的水果

摊支在韩国旅行团常住的酒店楼下，有人

路过她便高喊：“芒勾吗西嗖呦 （芒果很

好吃）！”外加一句“阿加西”（大叔） 或

是“咪妞”（美女）。有人试图结完账多拿

一个芒果，她忙瞪圆眼睛拒绝：“安堆

（不行）！安堆！”

她不觉得这技能有什么了不起。在张

家界，许多小贩都多少会两句外语，无须

刻意学习，“听多了而已”。过去一年，这

座常住人口不到 150万人的小城，迎来了

超 180 万人次的海外游客，来自 183 个国

家 （地区），“张家界山上‘长满’了外国

人”登上网络热搜榜单。

一批又一批的媒体、政府官员、学者

跑过来，探究这座并非主要入境口岸的小

城如何吸引到这么多外国人。当地人则为

这突如其来的热门话题感到困惑，一时难

以总结出成套的经验。他们从几十年前讲

起，讲那些“必然”与“偶然”交织的故

事。他们说，要想谈论张家界的现在，就

必须先了解它的过去，“因为这不是爆发，

而是积累”。

机上七成旅客都是“老外”

4 月，在北京飞往张家界的深夜航班

上，乘务员遇到了一种少见的情况，她需要

在一趟国内航班主要用英文服务，因为机

上七成旅客都是“老外”。

18 岁的菲律宾女孩 Niks 坐在其中，

这是她第二次来到中国。她去过上海，感

受颇好。这一次，她在社交媒体上看到张

家界的山，石英砂岩在流水、重力和风力

的作用下，形成数千座挺拔矗立、高耸入

云的石柱峰林，犹如一支支穿天利剑落入

苍翠连绵的林海。这里还是她最喜欢的好

莱坞电影 《阿凡达》的取景地——许多外

国游客因此被张家界吸引。

张家界机场不大，国际直达航班

2011年才正式通航。但如今，按原本承载

力配置的 30名边检人员，已经难以应对境

外游客暴增的压力，有时深夜下班，凌晨

又要上班。

在现在每周 80 余架次的国际客运航

班中，有七成来自韩国方向。机场的标

识都挂着韩语，电子大屏放着韩语旅游

广告，出口处，一排导游举着韩语招

牌，有客人出来他们便招呼：“阿尼哈塞

呦 （你好）！”

“在韩国，几乎人人知晓张家界。”在

韩国开旅行社的郑俊男介绍，韩国人喜欢

爬山，张家界独有的峰林吸引他们。韩国

人来张家界便宜且便利，3000元团费，3
小时直飞，享受一场 5天 4晚的旅行。

在张家界的大街小巷行走，挂着韩语

招牌的门脸镶嵌各处，韩餐厅和湘菜馆紧

密相依；景区内的小贩用韩语吆喝；山间的

玻璃栈道上，总能听见表达惊叹的韩语语

气助词。

这些年，韩语导游金哲接待过“数不清

的”韩国游客，最小的还不会走路，最年长

的已经 92 岁。有人坐着轮椅来，有人来过

七八次还要来，最特别的是一群视障者，他

们握着导盲杖爬山，认真听金哲绞尽脑汁

用语言描述：“这是一个比桂林还美、比泰

山还陡的尖尖的山……”

2023年以来，中国持续扩大单方免签

国家范围至 43个，过境免签外国人的境内

停留时间从 72小时，延长到 144小时乃至

240 小时。这也为张家界打开更多国际市

场迎来了新机遇。

主打欧美市场的湖南星之旅旅行社，

今年前半年迎来去年同期 1.5倍的游客。总

经理贺慧霞说，欧美国家的游客不习惯办

签证，以前很多想要来亚洲旅游的游客都

会选择免签国家。并且，以前很多游客会提

前几个月甚至半年以上时间预订，但最近，

临时决定来中国旅行的游客明显增加，老

外来中国也可以“说走就走”。

去年市场最热时，张家界的外语导游

基本都忙到了“套团”，一个团送走，立马又

要在原地接新团。导游的价格翻了几番，依

然难找人，有时还得去长沙调人。为此，张

家界给一些小语种人才颁发了临时的“讲

解员证”，经培训后可随中文导游做翻译，

今年已经发出了 1000多张。

入境游的热，在张家界这个六成人口

都是旅游相关从业者的小城，许多人都有

实感。在酒店工作的王大姐，以前在餐厅端

盘子，一个月赚 2000 元，现在她给外国游

客做推拿，工资翻了一倍多；卖水果的段大

娘，跟婆家不和独自出来闯荡，在景区卖水

果，生意兴隆时一天能赚 1000 多元；段大

娘旁边的胡姐，摆烧烤摊，眼见着韩国旅行

团常住酒店对面的街道，从荒地里“长”出

一排面向韩国游客的商家。

天南海北的游客与张家界本地人的生

活短暂交汇，碰撞出一些情谊。胡姐的丈夫

曾陪一个独自坐在烧烤摊的韩国大爷喝

酒，一个说韩语，一个说“土话”，没人听懂

对方说什么，但喝了 5个小时仍没尽兴。临

走时大爷给他们夫妻留电话，邀他们之后

来韩国玩。胡姐不知道怎么打跨国电话，没

打通，淡忘了这件事。却在往后的一天被隔

壁摊主告知，这位大爷曾回来找他们，但他

们没出摊，没碰上。胡姐边烤串边笑，说这

叫“一期一会”。

景区内一位安保大哥，祖父是老红军，

平常也爱看“抗战剧”。但遇到突发心脏病

的日本游客，他毫不犹豫救助，被吐一身呕

吐物，一句也没抱怨。获救日本游客忍着难

受从怀里掏钱给他，真诚地跟他道歉。

一家民宿的老板，整日待在山脚下，却

感觉“看过了全世界”。来自香港的英语教

师、湖南岳阳的高中数学教师和荷兰的大

学教授围坐在民宿大堂的桌子前，操着不

同口音的英语一起聊教育问题。还有马耳

他的女孩指着手臂上的图案告诉他：“这代

表我对世界的热情与爱。”

市场冲在前面，政府在背后辅助

很难想象，如今这座看起来颇具“国际

范儿”的城市，几十年前还是无人问津的偏

远县城，“穷”的印象还留在许多本地人的

记忆里。

如今引游客纷至沓来的独特峰峦，曾

将这片土地隔居一隅。一位生长于张家界

国家森林公园的本地人说，山民苦于山，陡

峭的砂岩开垦不了田地，黄土种不出庄稼，

勉强种下的两亩玉米养活不了一家人。

如何把这片偏远之地推向世界？张家

界人说，他们的秘诀是“营销”。曾有位副市

长在某场研讨会上说，在张家界，“市委书

记可以说是营销书记，市长也可以说是营

销市长”。

“营销推广对提升目的地知名度很重

要。”中国旅游研究院国际旅游研究所的刘

祥艳博士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中国入

境游的客源国一直以亚洲国家为主，“可以占

到四分之三”。欧美、中东等市场则对中国旅

游的认知度较低，并且受地缘政治影响，一

些旅行商可能并不倾向于推介中国线路。

在张家界，不少外国游客对中青报·中

青网记者表示，影响他们来中国旅游意愿

的主要因素是，他们对中国“知之甚少”。一

位澳大利亚的游客说，他很少在社交媒体上

看到有关中国的信息，以至于他不知道“来

中国旅游能获得什么”。他思考了一下补充：

“人们不会想要去毫无了解的地方旅游。”

有位来自墨西哥的游客说，受西方媒

体的宣传影响，她曾对中国有“模糊的恐惧

感”。张家界文旅局市场营销科科长秦晋谈

到，曾有民宿老板提及，希望政府能以官方

的名义给外国游客写一封信，承诺旅行的

“安全”。

为了打开国际知名度，张家界文旅局

副局长田洪曼介绍，每一年，政府都会带领

本地旅行社、景区负责人去各个国家做旅

游宣传。起初，是政府领导讲，现在他们尝

试让境外旅行商自己讲，从风景讲到风俗；

参会成员也从旅行商逐步扩展到媒体和当

地市民。张家界政府还有一个惯例，任何工

作人员只要出国，不管主要任务是啥，都必

须要做旅游推介。

但刘祥艳谈到，她观察一些地方办旅

游推介会，“活动做完就完事了”，实际效果

却没人评估。并且，很多政府做推广的时候

往往带的是传统旅行社、推传统线路，有些

小众、新兴的旅游产品，没能被很好地宣传。

她曾在和某地方政府开会时，想找当地一家

小众旅行社的联系方式，对方“半天没找见”，

最后还是她自己联系上。“我们中国的旅行

产品在国外上架率低，也有这个原因。”

“目前我们的旅游营销主要靠政府的

行政力量。”刘祥艳说，但政府的人力物力

有限，专业性上也更善于“行政管理”，而非

“营销推广”，与市场主体的合作上可能有

不畅。她曾碰到过某在线旅行平台和地方

合作，希望能够推出订酒店送博物馆门票

的营销活动，最终没能落地。

刘祥艳说，目前国际主流的旅游目的

地，都设有专门的旅游营销推广机构，譬如

韩国的观光公社。她认为，中国也应借鉴经

验，组建由专业人员构成的旅游推广机构，

提升专业化水平。

田洪曼也谈到，张家界作为一个偏远

落后的地区，“财力跟不上，更主要的是人

才跟不上、思想跟不上，管理和服务可能会

滞后于市场发展的需求”。也因此，张家界

政府一直高度重视市场的力量，“引资也是

引智”，“很多时候都是市场冲在前面，政府

只是站在背后辅助支持”。

譬如，以前黄龙洞景区办国际乡村音

乐周，时任市长赵小明以卡通形象“出演”

宣传片，抱着吉他唱美国乡村音乐代表作

《Take Me Home，Country Roads》；天门

山景区想邀请法国著名“蜘蛛人”徒手攀爬

天门洞，时任副市长陪着景区负责人从省

公安厅找到公安部，特批当时因偷爬上海

中心大厦被限制入境的“蜘蛛人”从长沙入

境，爬完天门洞就走。

在张家界的旅游营销史上，有一个最

经典的案例。2009 年，好莱坞著名导演詹

姆斯·卡梅隆执导的《阿凡达》上映。这

部全球影史票房榜的冠军影片曾在张

家界取景。

但起初，导演卡梅隆在北京试映会上

宣称“哈利路亚山”取景自黄山。黄龙洞景

区宣传专干邓道理得知消息后，立即在网

上发帖，表示卡梅隆说错了地方。几天后，

他又在网上发布“悬赏令”，宣布谁能找到

“哈利路亚山”并非取景自张家界的证据，

他自付 10万元奖励。

张家界政府则组织媒体、旅游、营销等

多方专业人士，一起开《阿凡达》营销座谈

会。有人建议授予卡梅隆“张家界荣誉市

民”称号；有人要组织老百姓到电影院看

“哈利路亚山”到底像不像。

除了中国的各大媒体，美国全国广播

公司、日本《朝日新闻》、新加坡《联合早报》

都对这场“哈利路亚山”到底在哪的争论进

行了报道。一个多月后，卡梅隆在接受美国

媒体采访时公开承认“张家界是对的”。

打开全球市场的新机遇就这样出现。

如今询问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的外国游

客，10个人里有 8个都会说是来看“阿凡达

山”。“阿凡达很远，张家界很近”一度成为

张家界主要的对外宣传标语。

如今，张家界营销开始依靠“第三方力

量”。2024 年，“China Travel”成为国外短

视频平台上的流量话题。刘祥艳解读，西方

主流媒体的报道和博主们真实的旅行视频

之间形成反差，“是一个流量技巧”，但也帮

中国做了来自民间的、更真实的宣传。

张家界也想抓住“流量密码”。建国际

账号、邀请韩国“笑星”、蒙古国歌手、美国

千万粉丝旅游博主等来张家界旅游，他们

打卡、拍视频，用各自的方式将张家界传

播出去。如今去张家界景区询问，许多“老

外”了解中国的渠道不是旅行商介绍，而是

TikTok或是小红书。

“用脚跑出来的市场”

除了营销，张家界也“用脚”跑市场。大

约从 20世纪 90年代末开始，陆续有旅行商

走入邻国市场，在报纸上找商机，骑着电动

车挨街挨巷地寻找境外旅行商合作，将外

国客人送来张家界。

在骑电动车二三十分钟就能从市南走

到市北的张家界，旅行社到处都是。商人们

说，他们“吃得苦、耐得烦”，带着“一部手机、

一台传真、一个皮包”，就能去“打市场”。

韩国市场最先起步。核心原因是一批

与韩国文化相近、语言相通的延边旅行商，

从东北跨过两个温度带来到湘西，持之以

恒地向韩国推介张家界。

20 世纪末，旅游业初兴，不少吉林延

边朝鲜族自治州人凭借语言优势，在长白

山、北京、上海、桂林等旅游胜地做导游。留

着寸头、身形壮硕的张绿是其中之一。

1998 年，张绿在朋友的介绍下来到

张家界。在火车上，他一直以为是要去九

寨沟，还读了厚厚一沓资料。抵达湖南，

他才知道是要去张家界，一个“从来没听

过”的地方。

一下火车他就后悔了：土路扬尘，楼房

稀少，四面荒地和村庄，没有韩餐厅，出行

是一人一元的“面的”。更别谈有什么外国

游客，他只能偶尔接到几个日本散客，或是

从北京、桂林转道而来的韩国游客。

有一年冬天没钱赚，他花一元买了 5
斤烂橘子，“捡好的吃”。凌晨 4 点饿醒，他

假装跑步路过朋友家，朋友妈妈看懂了他

的窘迫，做了道本地湘菜“三下锅”，配了桶

土家族米酒，他一边吃一边看太阳升起来。

一个偶然的因素让张绿的导游事业有

了起色。2001 年，时任韩国官方旅游推广

机构观光公社社长赵洪奎参加了张家界举

办的一场国际森林保护节，被深深打动，凭

借个人影响力，向韩国国民和旅行商大力

推介张家界。2009 年，张家界建市 20 周年

时，赵洪奎被评为“发展特别贡献功臣”，是

7位荣誉获得者中唯一的外国人。

在这之后，政府开始面向韩国做推介

会。2002 年，张绿作为翻译前去，他记得，

几米长的照片展板一摆，大部分人都被吸

引过来，但当问及这是哪里时，他却很难解

释，最后只能绕着说：“长沙是毛泽东主席

的故乡，是中国中南部的一块土地，从那里

坐火车 5个小时，就来到了张家界……”

2003 年，他不再只做导游，开始去韩

国找旅行商合作。没几个旅行商知道张家

界，但一看照片，又都感兴趣。有旅行商不

相信世上存在这样的美景，质疑“是不是拼

凑的”，张绿急了：“怎么是拼的呢？真有这

样的山！”

当时，张绿在韩国一待就是大半月。他

揣着厚厚的资料，从北边的首尔，跑到南边

的釜山、全州，白天见小客户，递资料、喝咖

啡；晚上见大客户，陪着喝烧酒。在中国喝

惯“大杯酒”的他，喝不惯韩国的“小杯酒”，

几杯下去忘了自己喝多少，只能硬撑。有时

喝到地铁停运，打不到车，只能在深夜晕乎

乎地找酒店。

那时候他经常在韩国遇见同行，彼此

都神色匆匆，等红绿灯时打个招呼，然后就

继续分开跑客户。跑了几年，开通张家界线

路的韩国旅行商越来越多，为了揽客，他们

在韩国的报纸和电视上打广告，一年几千

万元，主打“孝道游”。“孝顺父母，就带他们

来张家界旅游”的标语挂在了韩国的报纸

上。几年后张绿再去韩国，已经不需要解释

张家界在哪。

当旅行商们在中韩两国奔走时，张家

界市各级政府也在邀请韩国旅行商来交流

踩线。曾任张家界市旅游局局长的丁云勇

回忆，当时他和很多韩国老板都成了朋

友。2012 年上海世博会，他去韩国做促

销，会场上这些相熟的韩国老板将他喊出

去，聊得热络时，几个老总挨个举手表

态：这个保证每年送 5万人，那个保证送

10 万人，还有人扬言要送 15 万人。丁云

勇说，后来他们都兑现了承诺。

2006 年开始，张家界陆续与韩国多

个城市结为友好城市，还与韩国河东郡互

派公务员到政府部门轮岗交流，至今如

此。张家界学院的校长简德彬记得，2017
年左右，他去韩国参加文化节，韩国唐津

市的市长听说后，想方设法找到他，希望

能和张家界结为友好城市。

2007 年，丁云勇上任张家界市旅游

局局长时，张家界每年迎来的韩国游客已

经有几十万人。但丁云勇观察，这些跑韩国

市场的旅行商，有的是“蝗虫式营销”——

“集中轰炸一个市场，吃完政策红利就跑”。

他担心他们在张家界“故技重施”，于是每

年春节都拉着旅行商开“茶话会”，有什么

生活上的问题，他“能帮就帮”。

“人都是讲感情的。”丁云勇说，久而久

之，不少人都留了下来，在张家界结婚、

生子、买房，成了“张家界人”。张绿就

陆续将家中的亲戚、朋友、同乡二十余

人叫来了张家界，这二十多人又叫来了

更多的人，就这样，几千名延边人在张

家界落地生根，张家界有了稳定的“韩国

市场工作队”。

“不讲别的，就讲问题”

营销打开知名度，留客还得靠服

务。旅行商们提醒，要想真将游客引进

来，还得打通好多环节，其中最主要的

就是“交通”。

张家界并非国内主要入境口岸，直到

2011 年，境外航班还只能在张家界临时

停靠，没有固定的直飞航班。

在张家界做了近 30 年导游的丁石彪

回忆，以前，很多国际旅客只能落地长

沙，再坐老式大巴车，经过十几个小时，

才能到达景区，有时途中还要在常德市住

一晚。老式的日产大巴车密封不严，走在

泥路上，黄土从窗缝里飘进来，下车时客

人的黑头发都变成了“黄头发”。

张绿记得，韩国某集团公司的董事

长，在土路上黑着脸，质问韩国领队“为什

么不把这种路况写到行程里”。但第二天，

董事长看到景区又笑了，临走时还给张绿

塞了 100美元，为他之前的愤怒道歉。张绿

调侃韩国游客是“哇哇旅游”，路上再不满，

一到景区，每个人是：“哇！哇！哇！”

但景色再美，没有直飞航班，10 天行

程可能三四天都在路上，依然影响旅行商

开通新线路的意愿。 2013 年开始，一些

主做韩国、泰国、越南等亚洲邻国的张

家界旅行商逐渐和航空公司合作，提前

预付几十万元，承包一整架飞机，专门

将外国客人运来张家界。“包机”明显打

开了市场，但旅行商也要承担旅客不足导

致空载的成本风险。

为了扶持旅行商包机，张家界政府根

据上座率对每个航班架次提供几万元至十

几万元的补助。但对于欧美国家等“远程

市场”而言，交通依然是重要桎梏。

刘祥艳说，受俄乌冲突影响，许多欧

美国家的来华航班还需“绕飞”。她建

议，或许可借鉴韩国首尔，从国家层面对

航线进行补贴，吸引航空公司来华中转。

另一方面，也可考虑依托大的国际航空枢

纽，打通航空和铁路的衔接联运，“毕竟

很多老外其实很喜欢坐高铁”。

酒店也是影响游客体验的关键因素。

田洪曼记得，1999 年，国家刚出台新的

法定休假制度，有了“黄金周”，大量游

客涌入张家界，超过酒店承载力，游客甚

至要在街上敲门，问当地居民家里是否能

留宿，实在不行“车上睡”。政府要求每

个干部职工挨个报家中空房，甚至放开了

学校的宿舍和医院的病房。

早年，酒店品质也堪忧，有的厕所漏

水，有的床垫冒螺丝。张家界纳百利国际度

假酒店总经理胡先炎回忆，2010年他来张

家界时，服务人员在客人面前抽烟、嚼槟榔

都算小事，最严重的一次，酒店工作人员记

错了客人的退房时间，又没按规定敲门，推

门撞见一对新婚夫妻正在亲热。

胡先炎说，为了处理这对客人的投诉，

他花了一个月。免房费、报销机票、承担旅

费、百般道歉，对方仍不原谅，最后他飞到

对方的城市，抱着水果登门致歉。对方才

被诚意打动，撤销了投诉，最终没有影响

酒店评级。

2018 年，胡先炎回到张家界，发现酒

店数量大增，品质也不错，打听得知，政府

每年都会对从业人员集中培训。如今依然

有导游接到外国游客投诉，说酒店“太中

式”，没有咖啡、吐司和黄油。这是个老问

题，早年有导游用暖壶给客人从长沙背咖

啡。如今，导游们要在网上买好黄油，到酒

店分发给游客。

2024年，张家界着力解决的问题是支

付。2023 年，韩籍法学博士金艺元曾在一

档节目中被问：“中国要成为世界旅游大

国，最后一里程的关键是什么？”她表示要

改善支付环境。

中国人民银行张家界市分行副行长赵

志刚解释，外国人习惯刷信用卡、用现金。

但在如今移动支付普及率已经非常高的中

国，很多商户都不会配备 POS机，“或者配

备了，但支持的外卡种类有限”。中国人习

惯的移动支付，对外国游客有两个问题：一

是使用软件需要身份验证，二是支付需要

绑定人民币账户。

赵志刚曾看到过，有外国游客在张

家 界 想 要 购 买 高 价 值 文 创 产 品 ，却 因

POS 机无法受理外卡导致交易失败；还

有外国游客来医院看病，全程需要导游

陪同支付，再私下结算转账，“如果这中间

没有按规定汇率结算，可能给游客造成一

定经济损失”。

2024 年 3 月，国务院发布 《关于进一

步优化支付服务提升支付便利性的意

见》，提出多项便利外籍来华人员支付的

措施。如今，支付宝等国内主流支付 App
已经可以直接绑定外卡消费，并简化了外

国游客需要提供的身份信息。张家界则为

2000 多个涉外涉旅商户配备了支持多种

主流外卡的 POS 机，还给他们配备了零

钱包，方便现金找零。

最近，张家界面临的新问题是，入境

游“太卷了”。贺慧霞说，如今的外语导

游，不仅专业水平要好，还要懂政治、懂

文化。譬如，东南亚游客较为随性，不喜

欢走路，景点安排不能过多，通知集合时

间要留出“富余量”。德国游客注重时

效，“必须抓紧一切时间在行程上”，不能

拖拖拉拉。但他们对食物接受度高，愿意

尝试中餐，“油炸蚱蜢也能吃”。

一家主攻韩国市场的旅行社老板说，

做入境市场的旅行商越来越多，韩国的旅

行社开始压价，每次有客源先让张家界旅

行社挨个报价，“谁价低给谁”，很多时候只

能亏本做生意。

刘祥艳说，这可能需要行业规范。日

本的旅行社价格稳定，“可能是因为他们

的行业协会做得好”，比如谁率先降价便

可能被惩罚，行业里会有共同的约定。“但

中国很大，你不做总有人做，这一套可能

不太现实。”

旅行社压力大，地方政府间也有点

“卷”。田洪曼说，现在国内很多地方都想

发展“入境游”，推出各种政策红利，让

价补贴市场，她担心这会让中国成为“低

价旅游目的地”。

刘祥艳认为，这种担心或许多虑，但以

境外游客人数补贴旅行商的方式的确不可

持续，“旅行商可能靠政府补贴低价‘拿人

头’、钻空子”。她建议应拓宽补贴的多元

性，比如将补贴用于广告营销或是开发新

线路，“如果过度补贴又没有好的产品支

撑，只会贬损目的地的整体形象”。

秦晋说，如今张家界更关注入境游品

质，而非一味“卷营销”“卷流量”。过去一

年，每个月政府都会召集入境游的相关企

业座谈，“不讲别的，就讲问题”。

比如厕所问题，不少张家界的导游都

提及，很多外国游客仍然表示马桶不足，他

们用不惯蹲厕，早年甚至有外国游客几天

没有去厕所。秦晋说，张家界市政府正在推

进解决这个问题，“但不是一两天就能完

成，得报批，还得考虑国内游客和国外游客

的需求平衡”，仍然需要摸索。

再比如许多外国游客反馈，中国旅游

语言障碍是个问题。刘祥艳谈到，在日

本，政府会为出租车司机配备翻译器。她

认为，中国也可以考虑在机场提供可租赁

的翻译器。张家界市政府最近则在解决景

区标牌翻译不准确的问题。

还有一些更细的讨论，比如许多外国

游客都反映过的“室内吸烟”问题，“景

区噪音”问题，以及增加西餐厅、咖啡厅

和素食餐厅等。“其实我们入境游的政策

大方向上没有问题。”刘祥艳说，“但在很

多细节的品质、服务方面，我们未来还需

要慢慢改进”。

做好入境游难，但在段大娘眼里，和

“老外”打交道也“没那么复杂”。在她的水

果摊，一个韩国游客临走时求她多送一个

苹果，她神情不耐地塞进对方手里，游客笑

着离开，她回头嗤笑一声说：“你看砍起价

来，大家其实也都一样。”

张家界的“世界”

6月8日，湖南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的峰林景观。 视觉中国供图

张家界一家民宿的留言墙上，来自世界各地的

游客照片、寄语。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裴思童/摄

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景区，工作人员正在给韩

国游客拍照。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裴思童/摄

张家界十里画廊景区，一块巨石上中韩双语

的“孝”字。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裴思童/摄

2023年3月5日，湖南张家界景区，著名画家吴冠中的石刻雕像。 视觉中国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