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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都市旅游的新亮点，全国大

多数城市都存在赏花旅游项目一哄

而上、重复单一、同质化竞争的隐忧，

那么，赏花经济还能火多久，出路在

哪里？华东师范大学旅游系副教授刘

德艳并不反对申城赏花游的同质化

竞争，她认为眼下摆在旅游管理部门

面前的是如何长远规划好赏花经济，

令赏花游魅力常驻的问题。

“ 上海的自然旅游资源基础比较

差，每到春天‘ 花’是最佳的卖点。上

海从南汇的一朵桃花开始发展赏花

游，通过多年发展，赏花游已从区与

区之间的竞争发展到了，园与园的竞

争。说到底赏花只是一种手段，主办

方更多的是看中这多花带来的眼球

效应，靠花吸引游客的注意力。此外，

取消五一长假后，春季近剩下了两个

三天的小长假，无法进行中长途的旅

游。但人们出游的欲望需要得到释

放，仅仅靠个植物园无法满足人们的

需要，赏花游便由此兴起。”

刘德艳补充，扎堆并不是坏事，

关键避免单一。应以赏花为切入点，将

其与当地特色相结合，打造具备自身

优势的旅游产品，才能有根有源，长久

发展。一些有文化传承的景点可以将

赏花与历史民俗结合，而上海则可以

考虑将赏花与科普、亲子结合。比如，在

各大赏花景点设立专业人士不但能监

督游客文明赏花，指导游客如何赏花，

以及平日里如何种植护理花草。如果

有专业人士的指导，游客一边赏花，还

能学习相关知识，也丰富了赏花游的

内涵。此外，还能通过区与区的联动，在

竞争与合作中加强产业链的延伸。

阳春三月，桃花怒放、樱花盛开、油菜花灿烂，随着清明节小假期临
近，外出踏青、赏花迎来小高潮。不知从何时开始，上海乃至苏浙不少景
点都将“ 赏花游”作为重要的旅游产品打造，各地赏花点如雨后春笋般
涌现。然而，青年报记者近年来对申城多处赏花地的实际走访，发现沪上
不少赏花地，存在游玩项目单一，难有回头客的尴尬境地，个别景点甚至
存在名不副实、基本无看点等现状。 青年报首席记者 陈轶珺

申城赏花游扎堆
如何避免不单一？

现象 赏花游大热引发“ 羊群效应”
昨天市旅游局公布了上海春季

赏花地图和1 8个赏花点。事实上，从

上周末开始，沪上赏花游就持续火

热。市内，大宁灵石公园的郁金香争

奇斗艳，顾村公园的早樱盛放如云

霞，植物园里百花争艳，还有雕塑公

园的梅花林、中山公园的樱花、人民

公园的白玉兰等街头赏花点，处处凸

显申城无处不飞花的景象。

上周日一大早，家住大华康泰新

城的孔女士把老公和儿子从床上拉

了起来，一家人计划好去顾村公园看

樱花，怕晚了人挤人，结果仍然遭遇

了人比花多窘境。同样是在上周末，

大宁灵石公园的郁金花展也迎来了

1 7万人次的游客，也创了公园开园

1 3年来的新高。

这只是上海赏花游的一隅。事实

上，早在201 4年，整个上海的赏花游

就交出一张漂亮的成绩单。以去年清

明小长假为例，浦东新区的上海桃花

节、顾村公园的樱花节、奉贤的菜花节

三大春季赏花节庆活动吸引了大量市

民游客，累计接待游客分别为7.32万

人次、30.7万人次、20.08万人次。

“ 四、五年前，上海还只有植物园

培育有大面积的鲜花，现在更多的公

园推出花展、花节，市民看花赏春越

来越方便。”上海植物园的相关负责

人曾表示，面对众多的花节、花展，植

物园的游客不减反增，因为“ 这些花

节也渐渐培养了市民赏花的习惯，吸

引了更多游客”。

经济学里经常用“ 羊群效应”来

描述经济个体的从众跟风心理。也许

是瞄准了赏花游的经济效益，近年来，

沪上不少地方纷纷开始栽花、种树，搞

起了赏花游。“ 以油菜花为例，前几年

上海大型的油菜花节就奉贤庄行一

处，今年单单上海崇明就冒出了两处

与油菜花有关的赏花游线路。”上海一

位旅行社的相关负责人坦言，“ 这两年

江浙沪地区每年赏花游的旅游线路都

以平均20%的速度在增加。”

幕后 部分景点栽几十株花也来吆喝
就在赏花游如火如荼的背后，各

种问题也随之出现。这些问题造成的

结果，就是一些景点的赏花游成了“ 一

锤子买卖”，难以吸引游客再来光顾。

去年国庆，听说上海某处新建了

一处玫瑰园，白领李小姐邀请了三个

闺蜜一起去赏花。倒了3部地铁，又拦

了出租，差不多折腾了两个小时。终于

到达传闻中号称六千亩的玫瑰园。可

走进景区内，四人大失所望：园内到处

都是泥巴，花儿也没开几朵，除了花以

外，只有一个人工湖算是景点，整个景

区十分钟就转完了，“ 虽然门票只要

1 0元钱，但时间不要钱啊。实在太坑爹

了，这景点完全是半成品，没建好就要

开门迎客，那么心急要赚钱啊。”

李小姐一行四人大呼上当：“ 我

一定不会再来第二次。”

同样遭遇吐槽的还有上海崇明

的一处薰衣草园，当时身为崇明人的

叶小姐决定去捧个场。然而，她去了

以后才知道这里跟想象中完全不一

样。“ 原以为薰衣草园应该像法国普

罗旺斯的薰衣草一样，是人间仙境，

微风吹过，紫色波动如海洋里掀起一

层又一层紫色的浪。但那的薰衣草就

一小茬，一眼就看到了边儿，花朵也

很稀疏。“ 不到20分钟就逛完了，这也

敢吆喝游客来赏花，太让人失望了。”

申城一家旅行社负责人坦言，江

浙沪乃至全国地区，像这样一两年内

新建的赏花地有很多，向旅行社自荐

的也不少，但真正能当成旅游产品向

游客推介的却没几个，最重要的原因

是名不副实，栽几十株花就推赏花

游。个别赏花点甚至是铁打的营盘，

流水的兵，什么火种什么，全无自己

的特色。不过现在技术发达，有些景

点拉不到旅行社的客源，就PS了一点

美图，写点清新的文字，放上网络，自

我吆喝。倒也吸引了不少游客，但不

少人乘兴而去，败兴而归。”

窘境 游玩项目单一缺少配套服务
事实上，除了顾村公园、大宁灵

石公园，同一时段沪上可踏青的赏花

点为数不少，那么，为何只有顾村、大

宁灵石公园两个公园火了？青年报记

者了解到，这两个公园热的主要是便

捷的公共交通，轨交7号线顾村公园

站出来便是公园2号门，1 号线直达大

宁灵石公园。若说是赏花，这几年滨

江森林公园举办的杜鹃花展也很不

错，但单日的游客量远远不如顾村公

园、大宁灵石公园。毕竟公共交通、尤

其是便捷的轨道交通对游客的吸引

力还是最大。没有轨道交通、自驾也

很远的崇明东平森林公园、松江佘山

森林公园，它们的园内环境、举办的

各种活动也都很好，但客流就是上不

去。

除此之外，一些景点过于强调原

汁原味，不愿投入建设配套设施，景

点仍处于“ 原始状态”，造成了“ 花虽

好看赏花难”的窘境。一些业内人士

坦言：“ 不少赏花点缺包装，缺创意，

缺产业链，缺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

虽然上海郊区，果园、苗圃不可胜数，

但并非所有的都能成为赏花点，而要

适应赏花游客的需求，应当完善基础

设施，做好配套服务。”

同时游客自身植物知识的缺乏也

是赏花游较为单一的重要原因。对于

很多游客来说，赏花仅停留在看花之

美的层面。而如何去欣赏，又如何在百

花丛中找来乐趣，还需要有所引导。

经济 办各类花展其实是亏本买卖
赏花游如此扎堆，上海部分区

县、各大公园、民营景点仍热衷于大

办花节，难道这一朵朵“ 花”真能带

来巨大的经济效益？青年报记者了解

到，由于造价高昂的花型景观和每年

耗费巨大的养护成本，多数主办方都

表示“ 不赚钱”。

和其他鲜花节相比，顾村公园的

樱花节年年都能吸引众游客纷至沓

来，客流屡创新高，然而顾村公园依旧

难以依靠举办樱花节而实现盈利。

宝山区绿化局局长杨辛曾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透露，一般情况下，在入园

的人流中有“ 四六开”的说法，即40%

免费入园的儿童、老人等，周一至周五

是以老人为主，学生也是半价，而以剩

余60%的入园门票率来计算。

据披露，今年截至目前，顾村公

园的营业收入达到1 270万元，举办樱

花节的投入则在492万元左右。“ 看似

盈利，但与高昂的养护成本相比，仍

难以实现收支平衡。从目前来看，亏

损依然无法避免。”杨辛告诉记者，目

前顾村公园一期建成达1 80公顷，每

年约需要4000多万用于养护管理，其

中政府补贴每年高达1 千万元，剩余3

千万则通过餐饮、娱乐、住宿配套服

务等各种经营来进行创收。

“ 办公园、办花展就政府层面都

是‘ 亏本生意’，特别是前期需要不断

‘ 砸钱’。以宝山地区为例，除了顾村

公园和炮台湾湿地公园2家收费外，其

余近20所公园全部免费。可以说经济

效益是最后的。”杨辛告诉记者。

“ 以公益性为主，更注重社会效

益，不以经济效益为前提。”上海植物

园的相关负责人也表示，从2007年开

办花展伊始，植物园的门票价格多年

来都未改变，直到去年略有上涨，从原

来的1 5元上调至20元，但花展并不另

行收费。相比开办花展动辄千万元的

巨大投入，门票收入仅仅是个点缀。”

[专家说法]

应将赏花与当地特色结合

市民在花丛前合影。 本版摄影 青年报记者 吴恺

申城各大公园人流如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