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别让“小门票”砸了“五一游”大场子

国家发改委宣布，“五一” 期间，

1200

余家景区提供优惠票价。然而，看似优惠的
景区门票，实际却是“数字游戏”和“文字游
戏”，有的先涨后降，如：峨眉山门票从

185

元降到
165

元， 优惠后的价格较涨价前还
高出

15

元
;

有的是“五一”旺季之后，如：安
徽黄山风景区的优惠时间为

5

月
2

日至
4

日
;

尤其是所列出的景区，大都不为大众所
熟悉的冷门景区。 此种优惠更像是冷门景
区推介。

(4

月
27

日《北京晨报》

)

早在一周之前， 南京和贵阳就率先发
出景点门票降价的通知。 与国家发改委公
布的名单所不同的是， 两地公布的景点全
是热门景点，降价是实打实的。凤凰门票打
包的做法，被网友称之为杀鸡取卵。而国家
发改委公布的这批景点更像是做广告，也
有“经典推荐”的嫌疑。 这样的做法比“凤
姐”高尚不到哪里去。最起码人家是高喊着
“我就是要涨价”，而这些打了掩护的“门票
降价”却是不折不扣的“立牌坊”。

“门票经济”只是表面的繁荣，而仅仅
依靠门票的收入，是难以达到让自己“高富

帅”的目的的。 降低门票表面上看有损失，

但是要看如何算透这笔账目， 是死死盯着
门票的高低，还是理智地算算大账？

门票的降低， 类似于我们生意经中的
“薄利多销”，在这种让利于游客的经营理念
中，成就的是双赢。 游客少花了门票钱，景点
迎来了人气。 靠着众多的人气，在这种固定
的资源面前，景点没有因为人气的增加而有
什么损失，因为旅游资源不同于物资资源会
越来越少，而是固定的形态。 反而会因为人
气的积聚，增加了门票的收入。 “门票经济”

不是一块肥肉，也早就该被抛弃，这和转变
思想观念、转变发展方式的理念显得格格不
如。 丢掉“门票经济”芝麻的小损失，必定捡
来“人气经济”带来的连锁反应的大西瓜。

玩文字游戏的门票降价， 只会搬起石
头砸了自己的脚。 就是那几块钱和十几块
钱就会形成蝴蝶效应。百姓的钱“金贵”着呢，

一分钱也不愿意乱花的。 五一出游的热潮来
临，各地都要算算大账，别让一张小门票阻挡
了地方财源滚滚的步伐。弄不好，这个小门票
还会砸了“经济发展”的大场子

!

（郭元鹏）

杭州一中学
10

个班学生
拍毕业照， 校领导没来但是空
出四个位子，到时

PS

上去。 这
张“史上最牛最奇葩的高中毕
业照”，引发网上各种各样的评
论。 其实，拍毕业照，校领导应
该亲自参加， 这是尊重自己也
尊重学生， 更是对校长职责的
尊重。 插图王成喜

文物回归：

超越情感求索规则
4

月
26

日，法国皮诺家族宣布：将向中方
无偿捐赠流失于海外的圆明园青铜鼠首和兔
首。中方积极评价此举，认为这符合有关文化遗
产保护国际公约的原则精神， 是对中国人民的
友好表示，也有利于更多中国流失文物的回归。

此捐赠更是引得文物界一阵欢腾。

众人狂喜中， 国家博物馆副馆长陈履生发
出了不同声音。他强调：“对于文物的追讨，重要
的是回归理性，回归国际法则。 ”通过国际友谊
索回流失文物，是一种渠道。另外我国也有通过
拍卖追回文物的先例。但与大批流失文物相比，

这些方式追回的数量极其有限。

国宝回归之路，艰巨而漫长。国家文物局明
确表示： 我国政府一贯主张通过法律和外交手
段， 按照国际社会处理文物返还问题的法律框
架和原则，依靠国际合作打击文物走私，追索非
法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 对于由于战争原因被
掠夺或低价卖向海外的文物，将根据国际公约，

在道义上进行呼吁和追溯，希望其返还。值得一
提的是，国人谈及追索流失文物时，习惯了理直
气壮地说：“根据国际法， 被掠夺的文物应归还
原属国。 ”然而实际执行情况并非这么简单。

1954

年，国际法庭制定了《武装冲突情况下保
护文化财产公约》。

1970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
过了《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
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

1995

年，罗马外交
大会通过了《关于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

可由于国际法“法不溯及既往”原则，对公
约生效前的文物流失，不能依据公约要求返还。

另外基于以上公约自愿缔结原则， 约束力仅存
在于缔约国之间。事实上英法等主要“文物流入
国”并未加入公约。 与国内法不同，国际法的实
施更多依靠“国家道义”。

近年来我国与新兴国家在经济领域的广泛
合作为海外文物追索提供了一个新思路， 比如
金砖五国的合作，那么在海外文物追索问题上，

我们是否可以主动地去探索建立规则， 重塑自
己在文物维权领域的话语权？

同样的问题也困扰着埃及、希腊、土耳其、

柬埔寨、秘鲁等国。 文物追索涉及历史情感，但
我们需要超越情感， 尝试建立国际文物维权合
作机制， 形成追讨流失文物的联合力量与国际
氛围。 （肖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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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旅游市场 保护合法权益

4

月
25

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二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旅
游法》。 在旅游行业快速发展的今天，出台
这样一部规范旅游活动、促进旅游业发展、

明确旅游市场规则的综合性法律，可谓正
当其时。

旅游业是现代服务业的龙头，是没有
烟囱的“工业”。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旅游
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实现了历史性的跨
越发展。 截至

2011

年年底，全国各类旅游
景区景点达到两万多处，国内旅游人数超
过

26

亿人次， 公民出境旅游超过
7000

万
人次，国内旅游市场规模居全球第一位，公
民出境旅游消费居全球第三。

然而，面对旅游业飞速发展的大好局
面，我国却一直没有一部规范、监管和促进
旅游业发展的旅游法。 旅游法的出台，顺
应了旅游业的发展要求，必将对促进旅游
业健康持续发展产生重要的作用。

旅游法的立法宗旨是保护旅游者的合
法权益，这也是旅游法的最大亮点。旅游法
既在总则中设置了旅游者权利的相关原则
规定，又单独设立旅游者专章，明确规定旅
游者有权拒绝旅游经营者的强制交易行
为，旅游者在人身、财产受到侵害时，有依
法获得赔偿的权利。这些规定，进一步完善
了保护旅游者权益的措施， 使旅游者的合
法权益能够从纸上落到地上。

景区门票过高、“零负团费”、恶性竞
争……当前，社会公众对旅游业存在的诸
多问题反映强烈。刚刚通过的旅游法，顺应
社会公众的关切， 对如何治理旅游业发展
中的各种乱象作出了明确规定。

针对景区门票过高的问题， 旅游法规
定： 门票及其他另行收费项目实行政府定
价或者政府指导价，严格控制价格上涨

;

拟
收费或者提高价格的，应当举行听证会

;

景
区提高门票价格应当提前

6

个月向社会公

布。 这些条款为景区门票价格的管理确立
了“公平、公正”的原则，也增加了控制景区
门票上涨的程序， 从而使景区门票过快上
涨的势头得到遏制。

针对“零负团费”、恶性竞争的问题，旅
游法明确要求，旅行社不得以不合理的低价
组织旅游活动，诱骗旅游者，并通过安排购
物或者另行付费旅游项目获取回扣等不正
当利益。 这些规定确立了比较完善的市场规
则， 既解决了旅游市场存在的突出问题，也
明确了经营者、旅游者的权利、责任和义务，

为规范旅游市场秩序提供了法律依据。

旅游法将于今年
10

月
1

日起正式实
施。当务之急是既要立即着手制定、完善或
修改相关的配套法规， 将法律的宗旨和原
则变成实施的细则， 又要做好旅游法的宣
传普及工作， 让法律规定为社会各界所掌
握， 为旅游行业的健康持续发展提供完善
的法治保障。

(

据《人民日报》

)

为人民干杯

4

月
25

日上午，安徽省无为县襄安镇
境内， 一名酒后驾驶的摩托车司机拒不接
受交警检查，态度蛮横。当交警依法对其进
行呼吸式酒精检测时， 男子大嚷自己是某
村干部， 因工作陪人喝酒，“我这是为政府
喝酒、为人民喝酒。 ”（

4

月
27

日《新安晚

报》）

“为人民喝酒”的豪言壮语，属酒后失
态之言， 大概不能当真， 可这脱口而出的
话，多少道出了一些现实。

中国人爱在酒桌上谈事， 几乎无事不
能在酒桌上谈。 很多时候， 受酒桌文化影
响，人情和公事似乎难以完全分开。

然而，且不论是否涉嫌公款吃喝，议公
事是一回事，把觥筹交错也算作“办公”，大义
凛然地标榜为人民干杯，是不是不够纯粹？

醉酒驾驶，只关乎违反交通规则，和为
什么喝酒没有关系，而把陪酒当公务，甚至
以此为正业，更是误会不浅。

文
／

李杏图
/

焦海洋

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