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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园变乐园 全家总动员
清明假期期间，市区西部一家采摘园里

绿意盎然，端着采摘盆的游客穿行其间，孩
子们踮脚摘下红艳艳的草莓，一些年轻人一
边在草莓丛中拍照打卡，一边细细挑选着晶
莹饱满的果实。

带着儿子采摘的李先生告诉记者：“今天
孩子和同学们约好一起来采摘。在这里，他
们不仅能认识农作物的生长环境，果实还能
现摘现吃，绿色健康，我觉得比去游乐场更

有意义。”还有家长表示，园区特设的果蔬知
识长廊，让采摘体验更富趣味性与教育性。
市民张女士则在微信朋友圈分享：“现在的采
摘园就像自然课堂，不仅果实美味，还能拍
出‘森系’大片。”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近年来，我市各家
草莓种植基地积极探索新的栽培方式，培育
出来的草莓个大、味甜、汁多，深受市民喜
爱。不少草莓园推出顾客自主采摘方式，让
顾客在体验采摘乐趣的同时，享受郊游田野
的乐趣。

采摘游的火爆也折射出消费观的变化，市
民不再满足于单纯购买水果，更愿为沉浸式体
验买单。这样既感受郊外的盎然春意，又能通
过亲手采摘果实，获得成就感。对他们来说，
当晶莹果实滚落手中，收获的不仅是满筐时令
美味，更是城市与田园的诗意共鸣。

采摘品种多 各园都红火
上周末，位于市区南部一家采摘园迎来

不少游客。“人多的时候，基本五六个大棚同
时满员。”据采摘园负责人介绍，随着天气转
暖，游客逐渐增多，采摘游也日渐火爆起来。

记者了解到，该采摘园推出多种团购套
餐，如“草莓采摘成人票”“草莓畅吃一大一
小门票”“草莓畅吃二大一小门票”，还推出

“90元代100元代金券”，供不同需求的消费
者选择。前来采摘的市民周女士对记者说：

“前几年，采摘园多以摘草莓和西红柿为主，
如今又增加了樱桃和蓝莓，采摘品种越来越
多，我们的选择也更多了。今天我们摘了草
莓，下次准备来摘蓝莓。”

蓝莓大棚内，紫色的果实如玛瑙般晶莹
剔透。果园负责人在抖音平台发布了她录制
的摘果指南，“看到没有，成熟的蓝莓握住果
柄，轻轻一扒拉，就下来了。如果你硬往下
拽，果实还不下来，那就是还没熟……”该
负责人介绍，这里的蓝莓皮薄、肉质细腻，
相对于草莓，采摘蓝莓的价格偏高一些。他
们根据顾客需求推出不同的团购套餐，还根
据果型大小，推出了不同价位的精美礼盒，
可以作为馈赠佳礼。

此外，一些樱桃采摘园于4月初推出美
早樱桃团购票。据一家采摘园负责人介绍，
顾客凭门票入园可以随便吃，如需带走的
话，按80元一斤计费。

这个春天，带上果篮奔赴果园，让舌尖
邂逅一口鲜甜，已成为市民们拥抱自然的时
尚生活方式。预计“五一”假期，各采摘园
将迎来新一轮客流高峰，持续激活“春日经
济”新动能。

本报记者 崔薇薇 文/摄

正值出游高峰，互联网营销号频繁出现“双人出游体重
300斤以下，可享受当地景区门票减半优惠”等消息，但各地
文旅局辟谣信息发布后，“景区门票优惠与游客体重挂钩”的
消息依然在网上流传，还出现了很多新变种，如“双人出游
300斤以下可享全程半价”“双人游买一送一”“同一行程内掉
秤可赢取活动奖励”“体重管理年特别活动”等等。

记者调查发现，以上说法均为导游和旅行社招揽游客的说
辞，仍旧是“低价游”的套路，游客要注意提防。

发布“双人游买一送一”短视频的账户名字大都是“XX
在旅行”“XX爱旅行”，看似是旅行博主，但其发布的短视频
都是几个特定的景点，让人怀疑是旅行社的宣发账号或导游个
人账号。记者私信了几位博主，请他们做详细介绍，所有博主
不约而同要求加微信联系，声称在平台上直接发介绍会被屏
蔽，甚至封号。

记者加了几位博主的微信。相关博主都自称是旅行社导
游，能提供旅行社的营业执照，并给记者发来了相关旅游介
绍。他们异口同声地表示，这些促销是旅游目的地为响应国家

“体重管理年”号召发布的，将体重与景区门票优惠挂钩，旅
行社进一步让利。至于如何查验游客体重，几位导游表示，游
客自己报体重或发照片即可，不需要称重查验。

问题是，按照这些旅游博主的说法，体重由游客自己申报
且无须核验，意味着即使是谎报体重，也能享受优惠。真有那
么好的事？

当然不可能，这些就是“低价游”套路。
一位北京导游向记者推荐了“北京5天4晚双人游”，报价

仅680元/人，声称费用包含“北京4晚快捷酒店或两钻酒店住
宿、12个景点大门票、全程大巴车接送和导游讲解，以及每日
早午餐”。导游还发来一张“北京旅游最新活动通知”图片。
但细看这张图片，漏洞百出：右下角的红色公章并非政府部门
加盖，而是“北京旅游攻略”。记者追问图片和所谓的“活
动”出自哪里，对方均无法作答。稍一搜索就能发现，网络上
充斥着类似模仿公文格式的“北京旅游通知”，右下角盖的

“公章”都是“北京旅游攻略”。这种模仿公文格式的“擦边”
宣传，很容易让不仔细查看的消费者误解。

实际上，行程类似的“北京5天4晚跟团游”正规市场报
价在2000元左右。该导游无法对差价给出合理解释，只是强调
该行程全程无购物。然而，从他发来的旅游合同可以看到，行
程中包含一家综合超市和一家玉器商店，参观时长都在1~2小
时。导游还说，这两家店的行程都是免费的，但游客必须全程
参加，没有特殊情况中途不能脱团。

随着“低价游”屡屡被曝光，部分违规旅行社或导游的揽
客方式也出现了变化，眼下铺天盖地的“体重轻能获旅行优
惠”正是新套路之一。消费者在选择旅行团时，应理性比价，
警惕过于离谱的低价。明显低于市场价的行程必有隐藏成本，
包括强制购物等。

此外，消费者还要当心旅行合同中的“文字游戏”。例
如，“五钻酒店”并不是消费者理解的“五星级酒店”，“钻
级”是经营者创造的概念，酒店软硬件水平并不等同于“星
级”。《团队境内旅游合同》规定，行程单用语须准确清晰，在
表明服务标准用语中不应当出现“准X星级”“豪华”等不确
定用语。

最重要的一点是要选择正规旅行社，要查验营业执照、旅
游经营许可证等资质，并与旅行社签订正规合同。明确费用明
细、行程、食宿安排和违约责任时，要求旅行社提供酒店名
称、餐标、车型等具体信息，拒绝含糊表述和口头承诺。同时
注意保留宣传材料、聊天记录、合同等证据，如遇纠纷，可向
当地旅游管理部门投诉举报。

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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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意渐浓 采摘游火爆

随着气温回升，市民纷
纷外出游玩，亲近自然，采
摘游也成为入春后人们热捧
的踏青方式。连日来，记者
走访中了解到，草莓、西红
柿、樱桃、蓝莓等时令果蔬
正 值 采 摘 佳 期 ， 集 田 园 体
验、亲子互动、美食品鉴于
一 体 的 春 季 采 摘 游 持 续 升
温，城市周边生态果园迎来
客流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