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情之下各行各业开启预约模式

今年 “五一 ”假期 ，旅游市场逐步
回暖，众多景区不再“来者不拒”，而是
推行预约制，引导游客间隔入园，错峰
旅游。

携程网发布的《“五一”假期景区预
约报告》显示，今年“五一”假期，通过携
程预约景区门票的人数相比清明假期

增长 268%，已有超过 4000 家景区可在
携程平台上预约门票。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自 3 月 19 日
有序恢复开馆以来，读者借书需要提前
预约进馆， 图书馆每天可接待读者 600
人次。记者在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的微
信公众号上看到，预约时不仅要选择预
约进馆的日期、时段等，同时要填写读
者个人信息，并附上个人健康码或行程
截图。 该馆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4 月
以来图书馆日均预约率约为六成，日均
签到率约为七成。

记者在广东省博物馆、广州图书馆
等场所采访了解到，上述场所也都采取
了登记预约进馆制度。

北京市美发美容行业协会 5 月 1
日发布的《关于美发美容行业疫期经营
防疫规定执行的公告》提出，“坚持预约
服务，店内等待区不能超过两人。 ”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5 月 8 日发
布的 《关于做好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
防控工作的指导意见 》提出 ，“采取预
约 、限流等方式 ，开放公园 、旅游景
点 、运动场所 ，图书馆 、博物馆 、美术
馆等室内场馆 ，以及影剧院 、游艺厅
等密闭式娱乐休闲场所 ” “推广分时

段预约诊疗”。

预约制会延续下去吗？

目前， 预约制主要是疫情防控形
势下采取的非常措施。 今后，预约制会
延续下去吗？ 会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
式吗？

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副院长何莽等

业内专家认为，预约制可以节约大家的
时间，提高办事效率，使资源得到更合
理、更均衡的配置，让工作和生活更有
节奏，让整个社会更有秩序。 即便以后
疫情结束了，预约制在很多领域也可能
会延续下去，成为一种习惯。

实际上，这次疫情之前，预约制也
不是新鲜事物。 看病挂号可以在网上预
约专家， 结婚登记可以预约个好日子，
验车可以预约场所、日期，坐高铁可以
预约美食……

“一些发达国家早就形成了‘预约
文化’，去银行要预约，去政府机关办事
要预约，去高级餐厅吃饭要预约，访亲
问友更要预约。 ”何莽说，“预约不仅能
节约人力成本、减少资源浪费，更体现
了对双方的尊重。 ”

广东省博物馆公共服务部副主任

聂柯妍表示，目前广东省博物馆实行预
约参观，每天限 2400 人次。 “如果是平
常，有些没预约的观众可能就是路过顺
便进来看一下； 现在实行预约参观之
后，观众目的性比较强，比如特地为了
某个展览过来，很多人会提前在网上查
资料、做好准备工作，这样既能让观众
有更好的观展体验，也有利于博物馆展
厅的管理。 ”

近期，一些地方出台措施，将预约
制度化、常态化。 今年 3 月，江苏省政府
办公厅印发的《关于促进文化和旅游消
费若干措施的通知》提出，推广景区门
票预约制度，合理确定并严格执行最高
日接待游客人数规模。 到 2022 年，全省
高等级热门景区、热门文博场馆全面实
行门票预约制度。

让预约更方便、更人性化

“预约制有助于改变粗放式的管理
方式，培养市民文明理性的消费习惯。 ”
广州从化温泉旅游协会会长陆卫雄说，
应进一步把预约制做好做细， 让游客、
消费者在预约中获得更好的体验、更多
的尊重。

不过，不少商家和专家认为，目前
全面推行预约制还面临不少阻碍。 例
如，预约制一定程度上排斥了文化程度
不高、不能方便使用网络的用户。 记者
就曾在多家医院门口见到过因为不会

使用智能手机、无法及时获得健康码而
一度难以顺利入院的老人。

广东省餐饮服务行业协会秘书长

程钢说，从经营角度来说，很多商家不
愿意拒绝未提前预约的自来客人；对讲
究翻台率的小餐厅来说，预约制并不十
分适用。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 推广预约制，
要针对不同行业的特点， 采用更科学、
更灵活的方式，完善相关技术手段和管
理措施，分门别类地提出解决方案。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

建议，各类公共设施服务主体应让预约
变得更方便，让公众很容易找到预约入
口；在公共设施入口处提供更为人性化
的指导，减少预约制带来的不便。

广州大学法学院教授欧卫安认为，
预约制不仅要精准对接需求，同时也要
有一定的包容性； 尤其是公共服务领
域，对一些不方便预约的民众，也要有
适当安排。

“在提高城市服务能力和水平的过
程中，在一些行业推广预约制，既要做
到有的放矢、张弛有度，同时也要兼顾
各方，让社会治理真正成为有温度的治
理。 ”艾媒咨询集团 CEO 张毅说。

（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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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人间有的，我的店里尽有。 ”
“呵 ，牛皮不是吹的 ，蛤蟆不是飞

的，说说看，你的店里头都有些啥？ ”
李高兴冲冲地催问，邵大侠如数家

珍般说了一大堆绸缎名样，李高听罢又
闹着要他说布， 邵大侠呷了一口茶，又
道：“若单道布匹，与苏州府相邻的松江
府，自古就有衣被天下的美称，松江府
上海县出产的标布、中机布、小布、浆纱
布，嘉定县出产的斜纹布、药斑布、棋花
布 、紫花布 、细布 ，绍兴出产的葛布等
等，这都是大的品种，若再细论下来，怕

也要上百种。 ”
“哪种布最贵？ ”李伟问。
“葛布，上等的葛布，如雷州产的锦

囊葛，细滑而坚，颜色如象牙，一匹值三
两银子，再其次是斜纹布，匀细坚韧，一
匹值一两多银子。 ”

“最便宜的布呢？ ”
“浆纱布，一匹只值银四五分。 ”
“这些布邵员外的店里都有？ ”李

高问。
“有。 ”
“咱要的分量多。 ”
“多少？ ”
“二十万匹。 ”
“这么多？ ”邵大侠嘿嘿一笑，回道，

“难道少东家放着簪缨贵胄不当， 也想
开布店了？ ”

“非也，”李高瞄了父亲一眼，斟酌
着说，“最近，咱揽了一宗买卖。 ”

“啊？ ”
不待邵大侠追问， 李高继续言道：

“邵员外知道河中王司马这个人么？ ”
邵大侠低眉一想，问：“可是王祟古

大人？ ”
“正是，”李高不无炫耀地说，“王大

人现在蓟辽总督任上，他麾下有二十万
名兵士，他答应把今年冬天兵士的棉衣

换装这桩买卖，交给咱来做。 ”
“这可是一桩大买卖。 ”邵大侠羡慕

地说。
李高转向父亲说：“爹，这二十万套

棉衣的布料，就交给邵员外来做吧？ ”
“好，”李伟对出手阔绰的邵大侠早

就产生了好感，但仍不忘叮嘱一句，“只
是不能太贵。 ”

“邵员外这么个会办事的人，怎么
会贵呢！ ”

李高弄一顶高帽子给邵大侠带上，
邵大侠笑了笑没有应声，但心里头清楚，
即便放血，他这笔生意是非做不可了。

谈完正事，李伟要留饭，邵大侠推
辞不过，便胡乱吃了一点，然后匆匆告
辞， 直奔下榻的棋盘街苏州会馆而来。
他这么急着往回赶，原是为了会见已阔
别两年多的玉娘。

当初，邵大侠为了巴结高拱，打着
灯笼访遍南京及苏扬二州，才觅到玉娘
这样一朵色艺俱佳的“解语花”，他满以
为高拱一定会欣喜若狂，却未曾料到高
拱是一个不解情为何物的糟老头子，枉
费了他邵大侠一番苦心。 自后玉娘的坎
坷遭遇，邵大侠也约略知道一些。 听说
玉娘成了张居正十分宠爱的娇娃时，邵
大侠心里头难免酸溜溜的。 当初，因高

拱的关系， 他视张居正为眼中钉肉中
刺，却万万没想到自己费尽心思觅到的
江南才女，最后竟让这个仇人攫走。 他
打听到玉娘住在积香庐里，那里戒备森
严一般人难以进去，邵大侠于是花银子
买通积香庐的采买，递了一张纸条给玉
娘，约她到苏州会馆相见。

却说玉娘自住进积香庐后，倒成了
金丝笼中的画眉。 除了偶尔被李太后招
进宫中唱唱曲儿拉拉家常外，大部分时
间都呆在积香庐中靠抚琴弄曲打发时

光，这天她突然收到邵大侠托人带进来
的条子，一下子勾起了她对故乡旧识的
回忆，因此连想都没有细想，就找个由
头，乘轿往苏州会馆而来。

大约下午未时光景 ， 玉娘来到了
苏州会馆，邵大侠早派人在门前候着，
及至领到下榻处的客厅相见， 不知为
何，本来极熟的两个人，竟都觉得有些
生分了。 邵大侠定睛看着玉娘，觉得她
虽然没有两年前那么清纯， 但眉目之
间更多了几分妩媚。 与她相对而坐，邵
大侠难免意马心猿， 他好不容易克制
住自己 ， 客客气气问道 ：
“玉娘，这一向可好？ ”

“好。 ”玉娘一笑，有些
凄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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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约制将来会成为常态吗？
想理发，提前在理发店预约登记；想旅游，提前在网上预

约门票；想看病，提前预约挂号……
疫情期间，凡出门必“预约”已成为很多人的一种习惯。 在

疫情常态化防控乃至“后疫情”时代，预约制还能继续实行吗？

（（网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