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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讀「山海連城」期待生態融合
150名香港山友「深」度遊 體驗深圳鯤鵬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據央
視報道，當地時間1月28日，中國與泰國在泰
國曼谷簽署互免簽證協定。該協定將從2024年
3月1日起生效。消息公布後，內地多個旅遊相
關平台上，泰國相關關鍵詞搜索熱度快速暴
漲，有平台環比前一天增長超7倍，其中機票、
酒店環比增長均超6倍。春節期間，泰國遊客赴
中國旅遊訂單同比亦增長超6倍。業界普遍認
為，春節檔期在即，再加上免簽利好，赴泰旅
遊有望持續升溫，「說走就走」的旅行將有望
極大促進中國和東南亞地區的旅遊業繁榮。

赴泰遊搜索增七倍 赴華遊增四倍
中泰兩國簽署互免簽證協定消息28日發布
後，迅速點燃兩國民眾的旅遊熱情。攜程向香
港文匯報記者提供的數據顯示，攜程平台上，
泰國相關關鍵詞搜索熱度環比前一天增長超7
倍，其中，機票、酒店環比增長均超6倍。中
國遊客搜索最多的泰國目的地是曼谷、普吉
島、清邁、蘇梅島、芭堤雅。攜程國際版Trip.
com泰國站點上，中國相關關鍵詞搜索熱度環
比前一天增長超4倍，上海、成都、哈爾濱、
深圳、北京等是泰國遊客搜索最多的城市。
北京市民張女士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中
國和泰國是這麼近的鄰居，多走動走動挺好
的，兩國互免簽證後，將會更方便來往了，也
肯定會促進兩國商貿。她說，聽去過的朋友們
說泰國有很多不錯的風景和美食，計劃有機會

「去串個門」。
本月早些時候，泰國總理賽塔在參加完內閣
會議後曾對媒體透露，中泰兩國將從3月1日
起實施互免簽證入境政策，此舉標誌着兩國關
係的進一步加強，「泰國已經做好準備開放國
門，更好地接待和照顧好來訪的遊客。」

3月1日起實施互免簽政策
去年9月，為促進泰國旅遊業、深化人文交
流，促進中泰人民友誼，泰國內閣會議作出決
定，對停留時間不超過30天的中國遊客實施為
期5個月的免簽政策，即從2023年9月25日起
至2024年2月29日，覆蓋中國的國慶、元旦、
春節假期。泰方在相關決定中稱，這將促進泰
國旅遊業發展，旅遊業也是刺激經濟發展動力
的重要因素。
攜程集團副總裁秦靜表示，中泰永久互免簽
從3月1日起正式實施，無縫銜接原本至2月29
日結束的對中國遊客免簽政策。協議簽署後，
將極大方便中泰兩國人民往來，中泰旅遊資源
互補，中國也是離泰國最近的冰雪遊目的地，
永久免簽將進一步促進泰國遊客赴華旅遊，有
望推動泰國成為2024年中國入境遊前三大客源
國。同時，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這一中國
遊客出境遊熱門路線，均實現與中國的相互免
簽，「說走就走」的旅行將極大促進中國和東
南亞地區的旅遊業繁榮。
一直以來，泰國都是中國出境遊熱門目的

地。泰國國家旅遊局近日發布消息稱，預計春
節期間（2月8日至16日）將有近100萬外國遊
客訪泰，預計將創造280億泰銖的收入。泰國
國家旅遊局局長塔帕妮表示，春節期間來自中
國的遊客預計將增加3倍，達到約15萬人。
攜程數據顯示，截至目前，春節期間，中國

遊客赴新馬泰三國的旅遊訂單同比增長超15
倍，其中，赴新加坡、泰國旅遊訂單同比增長
超 13 倍，馬來西亞旅遊訂單同比增長超 22
倍。春季期間，新馬泰遊客來華旅遊訂單同比
增長9倍，新、馬、泰分別同比增長超14倍、
11倍、6倍。

小團化深度遊成新趨勢
另據澎湃新聞報道，赴泰國旅遊訂單中，親
子家庭佔比達 44%，下單用戶中女性佔比
58%，80後佔比47%，90後佔比33%，整體
上，小團化、深度遊成為赴泰旅遊新趨勢，中
國遊客願意為美食和體驗活動花費更多。
最近幾個月，中國掀起了一波「免簽潮」。

此前據內地媒體報道，與中國締結涵蓋不同護
照種類的互免簽證協定的國家已達到157個，達
成簡化簽證手續協定或安排的有44個，實現全
面互免簽證的有22個。此外，還有60多個國家
和地區給予中國公民免簽或落地簽便利。輿論
普遍認為，中國對外開放的大門越開越大，同
時認可中國開放帶來巨大機遇的國家也越來越
多。

中泰互免簽證 旅遊平台搜索量增數倍
同程研究院首席研究員程超功向香

港文匯報指出，中泰永久互免簽證政

策將開啟兩國交往的新紀元，對於兩

國之間的經貿、旅遊及人文交流都具

有重要的促進作用。就旅遊業而言，兩國的旅遊業

都有望從中受益，粵港澳大灣區未來將與泰國形成

一個聯繫更為緊密的國際旅遊觀光度假區。

程超功稱，短期內，泰國、新加坡及馬來西亞相

繼啟動與中國之間的互免簽證政策，將形成一個深

受中國消費者青睞的「黃金旅遊帶」，對於出境遊

市場的加快復甦具有積極意義。

勁旅副總裁、勁旅網總編輯陳傑向香港文匯報表

示，東南亞歷來是中國出境遊核心區域，鑒於2023

年東南亞國家接待中國遊客量遠不達預期，尤其是

泰國僅僅恢復40%左右，中國和東南亞國家都希望利

用政策槓桿進一步激發出境遊活力，免簽是政策槓

桿中最重要的一步。

陳傑分析認為，從大趨勢上看，未來出境遊互免

簽證國家還將擴大，力度還將強化，2024年將是中

國和東南亞前所未有的相互開放深度合作一年。

商貿留學等人流將加速
陳傑還指出，免簽的核心是方便和刺激人口流

動，旅遊只是其中之一，商貿、留學等人口流動都

將隨之加速。

此外，中國旅遊研究院國際所副研究員劉祥艷此

前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建議，從短期來看，安全問題

仍是制約赴泰旅遊的主要因素。「泰國應在『安全

底線』之上重建面向中國團隊、自由行遊客的目的

地服務體系，提供體驗性強、性價比高的旅行產品

和服務。」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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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行山活動由深圳市文化廣電旅遊體育局主
辦，深圳市登山戶外運動協會承辦，150名香

港山友來自中聯辦、香港旅行遠足聯會及香港攀山
及攀登總會。他們由香港旅行遠足聯會主席周國強
帶隊，行山路徑從筆架山公園出發，途經銀湖山、
鯤鵬徑1號橋、大腦殼，最終抵達梅林山，全程共
10公里。

全程10公里 感受山野之美
雖然出發日天氣略有些許陰沉寒冷，但周國強
在受訪時仍感嘆道，三年未見深圳變化實在太
大，綠化太靚了！「深圳的行山主線鯤鵬徑去年
已經打通，全程長達200公里，被認為是深圳版
麥理浩徑，可全境體驗深圳山、海、城魅力。雖
然我們這次的體驗路線只有10公里，但相信大家
也能感受到深圳的美麗。」周國強介紹，香港旅
行遠足聯會有56個登山隊，2萬多名會員。他認
為，本次體驗之行如果大家的感受很好，一定會
帶領朋友過來行山。
香港青年代表、新民黨青年委員會主席劉文傑
昨日亦亮相筆架山公園行山打卡，首次來到這裏
的他大讚深圳公園和香港好不一樣，運動設施好
智能，深圳市民朋友好有活力！他呼籲港人來深
不要止步於吃吃喝喝，也應該深度逛逛公園，感
受山野之美。「今天天氣蠻冷的，但我看到這裏
那麼多的香港人專門過來行山打卡，說明深圳對
香港人來說非常有吸引力。」劉文傑笑稱，近期
港人周末單日過關深圳的人數已超50萬人，這說
明深港之間已實現事實上的融合，「如果能再深
度一些，我相信大家會更喜歡內地。」

登山協會：盼徒步路線貫穿深港
深圳擁有豐富的山海資源。目前，「三徑三
線」遠足徑體系，即鯤鵬徑、鳳凰徑、翠微徑與
陽台山環線、馬巒山環線、三水線已初步貫通，
全程約420公里，串聯東西延綿的五大山系、主要

山峰、自然郊野公園、大型湖庫、歷史人文地城
市觀景點、城市重點發展片區等。
而此前亦有消息指，特區政府正積極籌備成
立第25個郊野公園「紅花嶺郊野公園」，將與
深圳梧桐山國家森林公園打造貫穿深港兩地
「生態走廊」。對此，昨日前來行山的不少戶
外愛好者紛紛表示期待。中國（深圳）綜合開
發研究院劉宇博士指出，如果香港特區政府將
紅花嶺指定為郊野公園，並連接深圳梧桐山風
景區，將有助打造貫通港深兩地的生態廊道，
促進兩地生態融合，達至保育、康樂和教育目
的。「相信貫通以後能吸引更多兩地自然環境
愛好者前來參觀、打卡。」中國城市經濟研究
院副院長宋丁表示，隨着深港兩地加強自然生
態領域的合作交流，深港兩地居民的互動有望
從純消費走向文化、自然、生態等多領域的融
合。紅花嶺郊野公園與大梧桐山片區相連，將
大大拓寬兩地生態交流面積，推進兩地居民感
受山野生活的縱深空間。深圳市登山戶外運動
協會副會長曹峻盼望，徒步路線可以直接貫穿
深港、跨越深港，「以沙頭角口岸連通香港和
深圳的徒步路線，我們舉雙手贊成，也非常提
倡。希望有機會能將這樣的行山活動真正實施
起來。」

港可為登山軟硬件提供經驗指導
不過現階段，曹峻指，深圳在登山徒步領域還
需向香港學習。「比如硬件設置、軟件服務。香
港為行山者配備有香港地政總署發行的郊區地
圖、實用登山小貼士等詳細的登山資料，開發有
香港行山好夥伴App等，對行山愛好者而言，可
謂是提供了精確指導。」曹峻指，隨着硬件和軟
件的逐步完善，未來深圳會聯合香港的登山遠足
類協會開展多場深港互動交流的活動，將更多香
港運動愛好者帶到深圳，開展爬山郊遊「深度
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薇、毛麗娟 深圳
報道）本次活動也正式發布了《徒步深圳—
走讀深圳100條特色步道1》，該系列叢書由
深圳市文化廣電旅遊體育局策劃、編寫和出
版，按照深圳100條特色步道打造計劃，共分
三冊出版。本次發布的為首冊，獲中國工程院
院士、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校長徐揚生，深
圳自然與歷史研究者南兆旭，深圳市登山戶外
運動協會會長厲偉的大力推薦。酷愛登山的港
人遊客近期可在內地的線上線下渠道購買本冊
書籍，走讀深圳山海。

香港文匯報記者翻閱獲悉，書籍共收錄了2023
年打造完成的40條特色步道。不僅涵蓋深圳
「10+1個」區域內的標誌性景點路線，也按照
歷史文化、城市風采、風物景觀、博物研習、郊
野遠足五種特色分類進行呈現，以滿足各類徒步
漫遊需求。每條步道都從路線示意圖、行走指
南、邊走邊看、博物賞識、周邊遊玩、步道故事
等方面進行了詳細說明。其中郊野遠足類也繪製
了下撤路線和海拔高度示意圖。
目前，《徒步深圳—走讀深圳100條特色步

道2》也正在採寫中，計劃將於今年發布。

《徒步深圳》第一冊薦40步道

◆150名香港山友由香港旅行遠足聯會主席周國強帶隊，行山路徑從筆架山公園出發，途經銀湖山、鯤鵬徑
1號橋、大腦殼，最終抵達梅林山，全程共10公里。圖為山友從起點出發。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薇 攝

特色步道路線推薦（部分）

七娘山主峰科考線
（大鵬新區）

坪大詩歌步道
（坪山區）

梧桐登雲步道
（羅湖區）

寶安濱海廊橋
（寶安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薇、毛麗娟

步道分類

郊野遠足

博物研習

風物景觀

城市風采

步道路線

鳳凰廣場→一號觀景平台→二號觀景平
台→三號觀景平台→四號觀景平台→七
娘山主峰觀景平台

土地廟三岔口→紅花嶺水庫→建和村→
庚子首義舊址

梧桐山風景名勝區主入口→梧桐山南路
→仙桐體育公園→仙桐路→登雲道→小
梧桐→十里杜鵑→好漢坡→大梧桐→秀
桐道

裕安一路→寶安濱海廊橋→歡樂港灣→
寶安濱海文化公園西區→摩天輪→新圳
河→西部海岸活力帶寶安示範段

時間

3小時

3小時

5小時

2小時

路線長度

3千米

6.8千米

8.5千米

4.2千米

難度指數

★★★

★★★

★★★★

★

掃碼睇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薇、毛麗娟 深圳報道）港人來深熱情高漲！兩地民

眾的互動交流逐漸從「吃喝玩樂」邁向「深度遊」。28日上午，2024深港戶

外徒步系列活動啟動暨《徒步深圳——走讀深圳100條特色步道1》發布儀式

在筆架山公園舉行，來自香港的150名戶外運動愛好者與深圳山友共同體驗深

圳鯤鵬徑第8、9段（全程共20段），感受深圳「山海連城」的獨特魅力。

◆來自香港的150名戶外運動愛好者與深圳山友共同體驗深圳鯤鵬徑第8、9段。圖為山友合照。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薇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