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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轴线保护管理规划（2022 年
—2035 年）》近日正式公布实施，首次明
确了北京中轴线遗产区、缓冲区具体范围
边界，为北京中轴线的保护管理提供方向
策略和基础依据。

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工作办公室相
关负责人介绍，针对北京中轴线遗产内涵
多元、载体多样、空间多点的特点，规划统
筹考虑遗产及其周边环境，将保护区域合
理划定为遗产区、缓冲区。遗产区总面积
约 5.9 平方公里，包含承载遗产价值的 15
处构成要素。缓冲区包含遗产区周围与
北京中轴线形成和发展联系紧密的区域，
总面积约 45.4 平方公里。规划是北京中
轴线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必备材料之一,
规划的公布实施标志着北京中轴线申遗
保护工作迈上新台阶。

北京中轴线始建于 13 世纪，作为一
直以来北京城市空间格局与城市功能的
统领，代表了中华文明在城市规划建设
上的伟大创造与杰出才能，是中国人民
智慧的结晶和宝贵的文化遗产，集中展
现了大国首都形象和中华文化魅力。全
长 7.8 公里的北京中轴线北端为钟鼓楼，
向南经过万宁桥、景山、故宫、端门、天安
门、外金水桥、天安门广场及建筑群、正
阳门、中轴线南段道路遗存，至南端永定
门；太庙和社稷坛、天坛和先农坛东西对
称布局于两侧。

为 了 更 好 地 协 调 促 进 遗 产 保 护 与
城市建设的衔接，规划提出建立健全职
责 清 晰 、运 行 顺 畅 的 遗 产 保 护 管 理 体
系 ，形 成 国 家 、市 、区 三 级 的 管 理 架 构 。
同时，还对产权主体、本地居民、外来游
客 、专 家 学 者 及 社 会 大 众 ，分 别 制 定 鼓
励与支持策略，提升全社会共同参与遗
产 保 护 效 能 ，实 现 对 遗 产 长 期 、有 效 保
护与管理。

北京中轴线是北京老城的灵魂和脊
梁，规划充分考虑北京中轴线与老城相互
依存、互为支撑的格局关系，强调以“城”
的整体保护达成中轴线遗产环境的保护，
推动区域功能优化、民生改善、环境提升
等多重目标实现，让正阳门文物建筑与雨
燕和谐共存，使北京中轴线上 20 条景观
视廊通达有序，留住居民的乡愁记忆和老
城情怀。

■ 旅游正强劲复苏

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数据显示，作为
今年春节热门旅游目的地，云南春节期间
共接待游客 4514.61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
入 384.35 亿元，均恢复至 2019 年的 130%
以上，创假日旅游历史新高。

家住内蒙古的王可，春节期间带着家
人前往云南游玩。“我们大年初一到的大
理古城，景区哪哪都是人，有的网红店前
排起长龙。”王可说，“我们预想春节期间
游 客 会 增 多 ，但 考 虑 到 3 年 没 出 门 旅 游
了，就趁着假期带孩子出来游玩，同时也
让他们体验不一样的过节习俗。”

据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
春节假期全国国内旅游出游 3.08 亿人次，
同 比 增 长 23.1%，恢 复 至 2019 年 同 期 的
88.6%。实现国内旅游收入 3758.43 亿元，
同 比 增 长 30% ，恢 复 至 2019 年 同 期 的
73.1%。

“2023 年春节出游热潮给整个旅游行
业复苏开了好头，也给予整个行业信心。”
途家民宿副总裁胡阳说，随着全国各地文
旅产业复苏，反弹式旅游消费将出现，“民
宿+消费”将迎来显著增长。

今年旅游市场将持续回暖已成为业
内人士的共识。“春节旅游的热度有目共
睹，以此为起点，相信我国旅游消费信心和
消费潜能将加速释放，今年的旅游市场将
呈现可观的复苏态势。”携程研究院战略研
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沈佳旎说，随着未来国
际航班逐渐增加，海内外出行便利度提升，
预计今年“五一”假期能看到市场爆发。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认为，旅游
过年、民俗体验等出游需求在春节假期集
中释放，出游规模、消费结构、服务质量和

市场主体获得感等指标持续向好，奠定了
今年旅游经济高开稳增、持续回暖的市场
基础。

■ 免税店生意火爆

1 月 28 日 ，三 亚 国 际 免 税 城 人 山 人
海。“本以为今天大家基本都撤了，没想到
还这么多人，每家店差不多都要排队至少
三个小时。”来自北京的刘昭萍一边排队
一边刷着手机看要买的商品，“排队久没
关系，关键是很多商品卖断货了。”她说。

据海口海关统计，1 月 21 日至 1 月 27
日，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
15.6 亿元，比 2022 年春节假期增长 5.88%，
与 2021 年同期相比增长 51.5%；免税购物
人 数 15.7 万 人 次 ，比 2022 年 同 期 增 长
9.51%，与 2021 年同期相比增长 64.9%；人
均消费 9959 元。东吴证券批零社服首席
分析师吴劲草表示，离岛免税消费旺盛，
有望继续走高。

海南离岛免税已成为海南吸引国际
消费回流的重要窗口。在兴业银行首席
经济学家鲁政委看来，出入境旅游将逐步
恢复正常，高端消费的海外比重可能随之
上升，国内消费面临外溢，2023 年巩固高
端消费回流趋势将是促进国内消费的一
个重要切入点。

为巩固高端消费回流趋势，促进境内
高端消费，鲁政委建议，可以通过修订消
费税课征对象和发展免税购物店的方式
降低高端商品的境内外价差，减少国内消
费外溢。

“促进消费回流，是当前海南促进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产业发展提质增效的
动力来源。海南要营造良好市场环境和
法治环境，以诚信经营、优质服务吸引消

费者。”海南省开放型经济研究院院长李
世杰说。

■ 电影消费可圈可点

“影院全部满负荷运作，每天排片约
50 场次，全天上座三四千人。”南通某影院
副总经理宋峰表示。

排片场次多，但合适场次的电影票仍
不好买。“本打算选个离家近的影院看场
春节档电影，结果提前一天预订也没选到
合适场次，全部满座。”山西运城观众孙书
遥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今 年 春 节 档 电 影 市 场 消 费 可 圈 可
点。据国家电影局初步统计，2023 年春节
档（1 月 21 日 至 1 月 27 日）电 影 总 票 房
67.58 亿元，同比增长 11.89%，居中国影史
春节档票房榜第二位。观影 1.29 亿人次，
同比增长 13.16%。

为促进春节期间电影市场消费，各地
纷纷发放消费券，提升观影热情。如北京
推出“新春观影惠民活动”，1000 万元观影
补贴覆盖全市影院直接普惠市民；贵州发
放第 14 批 13000 多张观影消费券；在天津
第二期“津乐购”消费券中，有 100 万元专
门用于电影演出类消费；福建设 2.5 万张

“福影迎春 福耀八闽”春节电影惠民消费
券，从 1 月 20 日开始至 2 月 5 日（元宵节），
向观众陆续发放。

市场人士对 2023 年电影市场消费充
满信心。华泰证券分析师朱珺表示，在内
容供给恢复、质量提升背景下，我国电影
市场需求有望强劲复苏。信达证券日前
发布的报告认为，随着疫情防控措施优
化，2023 年春节档成为电影行业复苏的重
要节点。预计今年票房恢复至 501 亿元，
比上年增长 67%。

今年消费有望持续恢复
《中国证券报》30 日刊发文章《人

气 旺 市 场 暖 全 年 消 费 有 望 持 续 恢
复》。文章称，近期，消费需求集中释
放，消费复苏迹象体现在每一位消费
者的感受中。

一年之计在于春。专家认为，当
前消费市场回暖为今年消费持续恢复
奠定基础。随着消费场景逐渐修复、
居民收入增速回升，消费市场“人气
旺、市场暖、消费热”的势头可望延续。

1 月 30 日，务工人员在柳州火车站检
票上车。

当日，2023 年广西柳州市首趟“点对
点”送工服务专列 D3755 次列车从柳州火
车站发车，500 多名来自柳州市各县区的
务工人员乘坐动车前往广东返岗复工。

1 月 29 日，在温县文化广场，演员在
表演豫剧。

元宵节前夕，河南省焦作市温县文化
部门邀请当地 8 支由民间艺人组成的乡
土剧团进城演出，让城乡居民尽享丰盛的
节日文化“大餐”。据悉，该县农民戏迷剧
团达 56 个，每年走村入户演出 1000 余场，
深受当地群众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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