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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江游览崇明航线启动试运营，200多市民游客“尝鲜”这条行程最长的浦江游览航线

登岛游玩、夜览浦江，13小时水岸联动新体验
■本报记者 裘雯涵

13个小时， 看遍崇明风光和浦江两岸夜
景，乘游览船去崇明一日游是种怎样的体验？5

月 21日，浦江游览崇明航线启动试运营，首批
200名乘客开启一段“水岸联动”体验之旅。

13个小时的行程中，有将近 7个小时在黄
浦江上，游客在船上、岸上能玩些什么？包含三
餐、景点和交通，每人 398元的价格是否“亏本
赚吆喝”？带着这些疑问，记者体验了这条行程
最长的浦江游览航线。

首条水岸联动航线开往崇明
21 日上午 8 时许，200 多名乘客从秦皇

岛码头登上游览船，向着崇明新河码头出发。

作为首批“尝鲜”崇明航线的乘客 ，他们很
兴奋。

87岁的陆维娟退休前是上海外国语大学
德语教师。她和几位昔日学生一起，打扮得漂
漂亮亮，早早来到船上。每年，她们都会举行一
次师生聚会，今年聚会地点最特别。“一整天的
行程，三餐、景点、交通都安排好了，还能欣赏
浦江夜景。一看到崇明一日游航线，我马上报
名了。”享用完游览船上提供的早餐，她们迫不
及待地欣赏起两岸风光。

游览船驶出吴淞口约一小时后，崇明岛上
的大片树林就出现在视线中。 乘客们一上岸，

就有多辆大巴送他们去用餐。崇明糕、金瓜丝、

白斩鸡等崇明农家特色美食， 种类十分丰富。

吃饱喝足后，大巴再次接送游客前往岛上的两
座公园———紧邻的紫海鹭缘浪漫爱情主题公
园和东平国家森林公园。目前，薰衣草、马鞭
草、波斯菊等已进入盛花期，吸引了不少人合
影拍照。东平国家森林公园里，呼吸着新鲜空
气，感受崇明的“天然氧吧”，幸运的游客还能
看到梅花鹿，这样的体验与市区都市游相比很
不一样。

结束岸上行程后，游客 17时 30分再次登
船，沿着之前的线路返回。天色渐暗，经过红白
渐变的杨浦大桥，此次旅程也到了水上航行的
最精华部分。记者了解到，崇明线是首条将杨
浦滨江夜景囊括在内的航线。不少乘客纷纷从
船舱来到甲板上，用手机和相机拍摄岸上璀璨
风景。赵女士指着滨江岸线贯通后装饰一新的
杨浦滨江告诉记者：“我和老伴以前就在杨树
浦发电厂对面的绒线厂上班， 一晃已经 30多
年了。以前在岸上看黄浦江和对岸，现在是从
江上看岸边。”

经过秦皇岛码头时， 游船没有直接靠岸，

而是继续向十六铺码头驶去，确保游客看到浦
江最惊艳的外滩和陆家嘴区域夜景。21时许，

游船缓缓靠岸秦皇岛码头，虽然因绕行行程增
加了近一小时，但乘客们都很满意。“我和爸妈
只乘过一个小时的浦江游览精华游航线，当时
觉得意犹未尽。这次从杨浦滨江到外滩，终于
看满足了。”乘客朱小姐说。

398元的价格包含三餐门票
作为首条水岸联动的浦江游览产品，崇

明航线一日游的价格为每人 398 元， 儿童价
198 元。这意味着，一家三口出游的价格在千
元以上。这样的价格到底值不值？记者随机采
访了几名乘客， 他们认为 398 元的价格包含
一日三餐、船票、景点门票等，这个定价可以
接受。

乘客林女士给记者算了笔账。浦江游览一
小时精华游的票价就要 120 元。 去崇明岛游
玩，东平森林公园门票要 70元，紫海鹭缘浪漫
爱情主题公园门票要 50元。 此外， 林女士认
为，游线一日三餐的标准也不算低，她对游船
上享用的晚餐特别满意。记者看到，船上提供
的自助晚餐共有 8道主菜、6道点心，还有生鱼

片和海鲜，颇为丰富。目前市场上的浦江游览
带自助餐的，价格普遍都在 350 元以上，但并
不包括岸上的旅游项目。

不过，林阿姨指出，如果崇明线的内容一
成不变，恐怕难以持续吸引游客。比如，岸上
景点中的紫海鹭缘主题公园， 目前最大的看
点就是盛开的薰衣草和马鞭草。 但等到 6 月
中旬花期一过， 再安排游客去这座公园就不
太合适了。

对此，上海浦江游览集团有限公司市场营
销部副总经理沈宏表示，今后崇明一日游将根
据季节变化推出不同线路。到夏季，游客可以
在崇明看荷花、采摘水果，秋天可以捕捞崇明
蟹。不仅如此，浦江游览还设计了一条“情怀崇
明一日游”， 专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曾在崇明
八大农场插队落户的知青设计。为了让这些老
知青回忆当年岁月，他们也会将前卫农场等知
青点纳入旅游线路中。今后，可能会将“情怀崇
明一日游”与其他线路打包，游客上岸后可以
分散去相应景点游玩。

从去年 11月起， 沈宏就开始负责崇明航
线的策划和运营，设计初衷，也是为了探索浦
江游览水岸联动航线， 并为 2021年崇明花博
会进行提前预热。除了与各码头、景点进行协
调外，为了让黄浦江游览船开出吴淞口，他们
也做了很多前期准备。出了吴淞口，会遇到复
杂的水面状况，有时会遇上迷雾和大风。目前，

他们已经准备好紧急预案， 一旦遇上极端天
气， 可能会根据情况中途停靠或申请返航。此

外，游览船还特别加强了安全提醒。在游览船
出发前，工作人员就已在船舱内演示了救生衣
穿戴方法。游览船行驶出吴淞口后，船身摇晃
得较为明显， 这时船舱内也会反复播放广播，

提醒游客注意安全。这些服务细节，也为崇明
航线加分不少。

首批游客中有不少崇明知青
崇明航线一经推出，受到不少市民游客的

欢迎。记者从旅游集散总站了解到，接下来几
班航线船票都在开票当天售罄， 想买票还要
“拼速度”。除了首航外，浦江游览还将在 5 月
26日、6月 2日、6月 8日、6月 15日推出试运
营航线， 目前首批推出的班次船票已全部售
罄。接下来，崇明航线将于每周六或周日运行，

成为市民游客浦江游览又一选择。

过去， 浦江游览船上乘客多以国内外游
客为主， 刚开通的崇明航线游船上则几乎都
是上海本地市民。由于首航日期在工作日，来
体验的多是已退休的阿姨爷叔。 从目前售票
情况来看， 接下来 5 至 6 月的周末班次吸引
不少在崇民工作、生活过的市民“组团”前来，

希望通过这一最新的出游方式， 再去崇明看
看风景、品尝农家菜。另外，6月 8日班次恰逢
端午小长假， 不少亲子家庭也扶老携幼前来
“尝鲜”。

前来体验的乘客中，还有不少过去曾在崇
明插队落户的知青和他们的家人。崇明对他们
来说不只是一个地名，崇明一日游也成了一场

寻找回忆之旅。

陆维娟的女儿曾在崇明当了 10 年知青。她
还记得，50年前她将 16岁的女儿送到崇明一家
农场，那天她们也是坐船去的。由于遇上大风，第
二天等风停了船才能开。50年过去，女儿已经 66

岁了， 陆维娟终于再次踏足崇明岛，“没想到，这
么多年以后，我现在坐上游览船舒舒服服去崇明
旅游，感受完全不一样了。”

61 岁的王阿姨也曾在崇明插队落户 4 年。

1976年，她来到崇明新海农场，“种玉米、种水稻、

插秧、开鱼塘，什么都干。”结束下乡后，她仍然心
系着当年劳作过的农场，担心他们 300多个知青
一离开，农场就荒废了。“这次来崇明，我发现担
心是多余的。崇明发展起了旅游，现在越来越好
了。这次作为游客来，我也能享受到崇明发展的
成果，别提多开心了。”

王阿姨还建议， 由于行程大部分时间都在
游览船上， 一天时间较为仓促， 是否有可能将
“崇明线一日游”延长至两天？这样一来，除了游
玩码头附近的东平森林公园等景点， 游客还可
以去其他地方走走看看，回
忆当初下乡时的场景，让旅
程更有意义。对此，沈宏表
示，未来可能会根据市场需
求推出两日游，而且形式上
更为灵活，游客可以选择乘
游览船去，坐大巴回，打通
水路联动，为游客提供更多
选择。

早饭后船上 3小时稍无聊
时长价格不具备太大优势

■本报记者 裘雯涵

首次水岸联动、首次开出吴淞口、首次将杨
浦以西的滨江夜景“打包”，崇明航线收获了不少
“第一次”。作为第一批“吃螃蟹”的人，首航乘客
体验如何？多名受访乘客总体表示满意，但在游
船体验、水岸衔接等环节，有些细节还有待改进。

船上体验有待丰富
13个小时的游览行程中，有近 7个小时在游

览船上。记者发现，除去早餐、晚餐和观景时间，

游客在船上的活动和体验还很有限。

家住松江泗泾的林女士一家十口一起来体验
崇明线， 却觉得上午船上的时间有些难熬，“吃完
早饭后的 3个小时，我们只能看看江景、和家里人
聊聊天，再有些娱乐活动就更好了。”林女士说，去
年她曾体验过浦江游览推出的 4 小时吴淞口航
线，当时船上就提供了魔术、舞蹈等表演，崇明线
也可以考虑增加这些体验。也有乘客指出，游览船
一开出吴淞口，手机信号就变得较差。在游览船上
提供免费且稳定的无线网络，也很有必要。

乘客朱小姐注意到， 游船经过地标建筑时，

船上会进行语音讲解。不过，光是语音解说有些
单调，也无法覆盖沿途所有区域。她建议可以拍
摄相关宣传片并在船舱播放。

此外，也有游客提出，在岸上游玩时，希望导
游除了带队，也能够对游客做好统筹安排。潘先生
说，东平森林公园面积较大，游玩时间要控制在 2

小时内， 游客一般都会选择乘坐公园的观光游览
车。如果导游能够提前分组统计购票，比单独买票
要来得方便省时。 他也注意到，70岁以上老人参
观森林公园免票，“这部分票价有点浪费”。

浦江游览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洪朝辉介绍，首
日游船结束前，他们已经向每位游客征询了反馈
意见，让游客“找茬”。之后他们也将根据这些意
见进行讨论和整改。记者了解到，目前游览船已
经在船舱中配备了卡拉 OK 室以及棋牌游乐区
域，在今后班次上，游客可以在上船后先行预约，

免费体验。之后，浦江游览也将根据游客建议，加
入崇明当地民间表演等。

未来将上线“班轮游”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管理学院教授、上海国际
邮轮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陈心德认为，如果把崇
明航线纯粹作为崇明一日游，13个小时的时长和
398元的价格并不具备太大优势， 可能会失去一
部分市场。同样的价格乘坐大巴去崇明，也能体
验到很好的农家乐旅游产品。怎样让浦江游览崇
明航线能够长期吸引游客？他说，应该增强浦江
游览本身的核心价值，将浦江游览的优势与崇明
的景点有机结合。比如，可以考虑让游客在吴淞
口欣赏日落和“三夹水”，观赏东海水、长江水、黄
浦江水黄蓝绿三色交界的景象。

作为“水岸联动”的核心项目，未来，浦江游
览还将上线“班轮游”。记者了解到，浦江游览船
即将变成“水上巴士”，实现“多点停靠、多次上
下”的新格局。在陈心德看来，班轮模式主要打通
了码头的交通功能与旅游功能，方便游客在欣赏
黄浦江两岸风景的同时，也能够去滨江岸线和沿
岸景区游玩。这样的模式有些类似法国巴黎塞纳
河的 Batobus，游客花费 17 欧元，一天能够在塞
纳河沿岸九个码头随意上下船，次数不限。

陈心德认为， 如果能够协调好班轮票价问
题， 并将沿岸码头与黄浦江沿岸景区进行良好
联动， 班轮游可以成为国内外游客玩转上海的
新方式。

体验反馈

游客在船上享用早餐。

出发前，200多名“尝鲜者”在秦皇岛码头登上“浦江游览 2”轮。 均 本报记者 李茂君 摄

游船抵达崇明新河码头。 游客在紫海鹭缘浪漫爱情主题公园赏花。

游客在甲板上拍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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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投机商斗智斗勇

在陈云亲自指挥下， 一场稳定物
价、打击投机的贸易战展开了。陈云坐
镇中财委， 命令各地每天报告市场行
情、黄金和外汇价格、财经动态，指挥贸
易、银行、财政三方协同作战。第一要知
己知彼，掌握国营商店、供销社里有多
少物资， 再估算出私商有多少囤积物
品。把握好时机突然大量抛售国家掌握
的物资，在市场上每天降价。商人都是
买涨不买落，物价上涨他吃进，囤积等
着赚钱；物价越低越不敢买，怕赔本。政
府官价一直降，他就得赶快脱手，货压
在手里不仅赔本， 还要赔银行利息。第
二就是用银行紧缩银根， 压缩贷款。商
人从银行得不到贷款，只能用自己的本
金。个人手里能有多少流动资金，投机
的能量肯定是有限的。

这是中共用举国之力和投机商人
进行的一场贸易战。陈云首先掌控着各
大城市的物价动态，特别是官价和黑市
价格的差距，然后各地贸易公司按照陈
云的指示秘密准备物资， 当平津粮食、

棉布市场饱和，物价稳定后，上海的投
机涨风也就持续不长了。 陈云通过预
判，把决战的日子定在 11月 25日。

杨仲文说：“刚开市时，上海投机商
看到有棉纱售出，即拿出全部资金争相
购入，社会游资已经不丰裕了，有的人
不惜借高利贷。当时上海的借贷甚至出
现了以日计息的现象，上海人称为‘日
拆’，这在世界上都是罕见的。投机商根
据他们过去的经验，计算纱布价格一天
之内涨好几次，吃进纱布后，当天转手，

不但可以应付日拆， 还可以获高利。但
他们发现， 上海等地的国营花纱布公
司，源源不断地抛售纱布，而且一边抛

售，一边降低牌价。为了避免血本无归，投
机者只有随行就市抛出手中的纱布，但他
们抛得越多，市场行情跌得越快，上海的
纱布价格一天之内下降了一半。政府乘机
以极低的价格买进了大量的棉纱。”

公家粮店在全国各大城市统一抛售
粮食，并且每天降价。上海商人们开始以
为有利可图，张口吃进。没几天，仓库满
了，资金没了。可是政府还是继续抛售粮
食，并且不断降价。姚依林奉陈云指示，把
东北运来的粮食堆在天坛，用席子搭起一
个个粮囤，显示政府的粮食多得仓库里堆
不下，都放到露天来了。颇有点像历史上
南朝将军檀道济“唱筹量沙”之计。这下投
机商人顶不住了， 再囤下去粮食砸在手
里，真要赔得倾家荡产。于是他们也急于
抛售，但是已经赔了一大笔。在这场较量
中，国家资本终于战胜了投机资本。私商
抛售，市场粮价下跌，稳定在一个水平上，

曾山终于长出了一口气。

这场稳定物价的贸易战，以中共的胜
利告终。上海的资本家和私商领教了共产
党的厉害。荣毅仁说：“中共此次不用政治
力量，而能稳定物价，给上海工商界一个
教训。”中财委委员、粮食部部长章乃器对

陈云对时局控制的游刃有余极为钦佩。他
的儿子章立凡说：“父亲最初曾经再建议
早点下手，对市场施压，但陈云一直按兵
不动。事实证明，陈云依据通货膨胀数量
和物资数量的对比，选择了最精确的出击
点。以五福布为例，11月 13日的行市是每
匹 12.6 万元， 比较 10 月 31 日的 5.5 万
元，已经涨起很多。那就是说，倘使这场反
攻提早半个月，两匹布吸收货币回笼的能
力也抵不了半个月以后的一匹。”

这样的贸易战，对中央财政来说也是
严峻的考验。新中国刚成立，解放战争尚
未结束，新接管的城市百废待兴，到处都
需要钱和粮食。解放区的农村经济基础薄
弱， 城市里生产和税收尚未走上正轨，陈
云实际上每天都处在巨大的压力之下。新
政权需要财政和物资来源，但是各地都无
法充分供给。 就连过去最富庶的江南地
区，农村也是一片凋敝。江南解放后，中共
中央华东局需要从农村大量征粮。新解放
区尚未开始土改，只能用征收公粮（农业
税）的办法。

经过这次贸易战，中财委提出发行公
债弥补国家赤字的主张。

对于发行公债， 毛泽东是非常谨慎

的。他多次询问陈云：发行公债是否可行？

定的数额是否合理？三年偿还和付息能否
做到？毛泽东把这件大事提交中央人民政
府委员会讨论，并征求了马寅初等经济学
家的意见。陈云与中财委的同事也经过反
复论证，务求政策适当，不出纰漏。

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批准，1949年
12月 4日，国家公布了《关于发行人民胜
利折实公债的决定》。 考虑到物价的波动
因素，折实公债以实物计算标准，单位是
“分”。 就是以上海等六大城市的大米 6

斤、面粉 1 斤半、白细布 4 尺、煤 16 斤的
平均批发价总和为一个折实单位。公债发
行总额为 2 亿分，年息 5 厘，购买后在五
年内分期还本付息。

为什么不用人民币而用折实单位计
算？这是 1949年的特殊环境决定的。解放
战争刚刚胜利，不断解放大城市，各种财
政开支剧增。国民党的货币被取代，币值
尚不稳定，物价也随之飞涨。为了保障人
民的基本生活，人民政府采用解放区供给
制的办法，用实物作为折实单位，代替工
资，发给城市的职工和公教人员。上海解
放后，中国银行发布的折实单位是每一份
包括“中白粳一升，本厂生油一两，龙头细
布一尺，普通煤球一斤”。

以实物担保，不论物价涨跌，纸币贬
值还是升值，人民的生活总是有保证的。

公债开始发行，各城市都规定了任务
指标。上海承担认购的公债最多，政府号
召民众积极买公债，支援国家建设。

公债认购任务下达，上海工商界一片
哭穷声，资本家都说资金短缺，已经很困
难，还指望政府贷款呢，哪有钱来买公债！

1949 年 12 月 3 日上海市委致电中央，说
有许多大中型工厂负债甚多， 难于维持，

有大批倒闭危险。

（四十七） 连 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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