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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坐火车出行的人们， 在拿了火车票用完之后多半喜
欢随手一丢。 但是现在火车票都已经是实名制了，上面有个人
信息，比如，姓名、身份证号码等。 这样一个小小的纸片正在成
为一些专业“收票族”手上牟利的工具，每转卖一张就能赚取
15

元，而且量大从优。 （插图朱慧卿）

呼唤“升级版”的黄金周

国庆长假已经落幕， 这个假期景区拥
堵、游客滞留、交通不畅再次成为人们抱怨
的焦点，而且较往年有过之而无不及。 黄金
周变“黄金粥”，出门旅游休闲沦为花钱遭
罪， 再次反映出打造升级版的黄金周已经
迫在眉睫。

我国的黄金周制度设立于
１９９９

年，当
时我国的旅游市场还处于起步期， 设立长
假制度旨在激发人们的旅游、 休闲和消费
需求。

１０

多年过去了，每到长假各大景区人
满为患，交通客流急速增长。 然而与井喷式
增长的客流相比，各大景区的接待能力、配
套设施和服务能力却显得滞后。 道路逢节
必堵、景区人山人海、吃饭住宿“一桌（床）

难求”、甚至连如厕都排起长龙阵，成为长
假里的一大奇观。 游客怨、景区难、政府忙，

这样的黄金周不仅让参与各方都苦不堪
言，而且旅游质量难以保证，公共安全隐患
重重。

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国内旅

游市场， 国内旅游规模年逾
26

亿人次，权
威机构预测，到

2020

年，我国旅游总人次
还将以每年

9%

的速度增长，这意味着未来
黄金周的考验更加严峻。 要想避免黄金周
成“黄金粥”，还需尽快打造升级版的黄金
周。

打造升级版黄金周， 亟须政府加强引
导督促，落实带薪休假制度。 尽管我国带薪
休假条例出台已经

５

年，但落实率不高。 绝
大多数群众依赖法定长假集中出行， 这就
导致短期出游人数爆发式增长， 景区难以
负荷。 需要靠落实带薪休假制度分流错峰。

只有人们不再紧盯一年一次的国庆长假，

出行时间更加自由多元， 才能有效缓解黄
金周人山人海的压力。

打造升级版黄金周， 需要各级政府提
高公共服务水平。 目前，景区线路设计不合
理、产品创新不足、基础设施薄弱的问题严
重。 政府应该在协调、规划、投资等方面切
实履行职能， 充分利用现有的城乡旅游资

源，创新管理模式，做好旅游资源的整合，

完善交通、住宿、消费等配套设施，为国民
提供休闲旅游的必要条件。

打造升级版黄金周， 需要主管部门和
景区推行精细化的管理措施。 虽然刚实施
的《旅游法》对景区最大承载量、游客总量
控制等方面都作出规定，但从今年“十一”

黄金周的情况看，多数景区依然超载接客，

并未采取相应的预警措施。 面对逐年增长
的客流， 有效的预警机制可以减缓黄金周
的压力，如：提前公布主管部门核定的景区
最大承载量，制订实施游客流量控制方案，

推行门票预订方式，科学合理地疏导客流。

要做到这些， 还需要相关部门和景区抛弃
“门票依赖症”，注重长远的可持续发展。

如果说前
10

多年是黄金周的摸索期，

是旅游消费的培育期， 那么现在该到了全
面总结改进的提升期。 人们迫切期待升级
版的黄金周！

（新华社记者杨玉华）

禁售方便面为环保还是为卖高价盒饭

安徽黄山风景区的各个经营点按景区
管委会要求全面停止销售方便面， 此举近
期招致游客和网友热议，被质疑为了“推销
盒饭”。 黄山风景区管委会

6

日回应：禁售
方便面旨在避免大量的方便面包装盒、残
留物给风景区生态环境造成破坏。 （

10

月
7

日《京华时报》）

黄山风景区称， 禁售方便面是因为销
售方便面给黄山的保护带来三方面的压
力： 一是盒装方便面封盖的铝箔纸难以焚
烧， 留在山上日积月累成为难以处理的污
染物；二是残羹大多倾倒在游览道的两侧、

松树旁、悬崖下，造成沿途土壤盐碱化，植
被受破坏现象严重； 三是残羹被山上的松
鼠、鸟类等过量食用后呈“半饲养化”，对黄
山的野生动物保护以及整个生态系统的良

性循环十分不利。

然而， 这其实都可以通过加强管理而
化解。 比如，铝箔纸可以单独收集后，运至
山下处理。 比如，一方面配置残羹倾倒的设
施，一方面防止游客随意倾倒。 而且，既然
现在“对在旅游高峰时游客自带的方便面
采取定点冲泡、 定点食用、 定点回收的管
理。 ”这样的管理模式，也完全可以用于商
店出售的方便面。

当然，如果确实是从环保的角度，再严
格的措施也不为过，即使这于游客来说，确
实造成了不便，也应该予以理解。 而现在的
问题是，据黄山景区内的商贩们称，景区在
山上禁售方便面， 是为了卖

45

元的盒饭。

这就让禁售方便面，显得底气不足。

其实，游客们也并非特别“钟情”方便

面，很大程度上，也不过是为了节约。 显然，

与方便面相比，

45

元的盒饭，实在是昂贵了
一点儿。 虽然现在吃得起的人不少，但当一
张门票已经开销

180

元，更多的人，恐怕只
能以吃方便面作为“弥补”。 于是，虽然风景
区里禁售，却无法阻止人家带进风景区，环
保面临的压力也依然存在。

因此，如果真是为了环保，那么，对于
方便面，不能止于禁售，而是让更多的游客
主动选择不吃。 换言之，让游客们在风景区
里可以吃到更多价廉物美的食品。 显然，如
果盒饭依然“坚挺” 地保持

45

元一份，那
么，禁售方便面，只能让人怀疑，是以环保
的名义“卖

45

元的盒饭”，这显然是环保的
不能承受之重。

（钱夙伟）

十大“忽悠”

不少消费者在上网了解相关产品品牌信息
时，网上各种版本的“十大品牌”，往往让消费者眼
花缭乱、无所适从。 “十大品牌”究竟是谁评的？有
多少权威性？ 其背后隐藏怎样猫儿腻？ 记者在北
京、济南等地进行了调查，发现“只要给钱，谁都能
评上‘十大品牌’”。 （

10

月
7

日《新京报》）

“十大品牌” 此起彼伏， 造假之风屡禁不绝，

“十大驰名商标”“十大老百姓依赖品牌”等都是假
的，但是商家却在大肆宣传，有的甚至在店里还摆
了这样的证书，为何没有监管部门去查？这种颁证
过程明显带有商业交易、扰乱市场公平的性质，涉
嫌虚假宣传，相关部门却置若罔闻，是否属于失职
渎职，对于这种行政不作为，应该追责。

从多年前风行一时又被取缔的牙防组， 到如
今泛滥的“十大品牌”，品牌认证行为在中国的法
律上一直处于一种空白定义的区间， 才使得李鬼
频出，虚假认证、颁证成为难以医治的痼疾。因此，

由政府制订出行业规则和标准， 对违反规则的机
构和企业加以处罚， 由市场自由竞争形成一个或
几个企业和消费者都信得过的第三方评价机构，

独立、非盈利、公正地来发布具有指导意义的品牌
评选榜单， 为消费者提供可靠的排名依据和消费
参考，维护公平公正的市场交易原则，切实维护消
费者利益，创造中国真正的品牌，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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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视点： 国庆长假过去，

不少人后悔不迭
:

这哪里是旅游？ 简
直像逃难！ 尽管可能发誓再也没下
次了，但下次估计依然故我。不指望
有多少人能礼让黄金周， 却希望政
策有调整。比如，恢复“五一”黄金周
可否？这样，每个黄金周出行的人可
能减少一些。别无他法，这招也许可
行、有效。

@

人民日报： 进山先掏一百
八， 想看再掏一千六， 出门玩变成
“被人玩”，又何止庐山一家？ “票外
票”屡禁不止的背后，是门票经济的
逐利驱动、利益主体的画地为牢。高
额票价，换来了短利

,

吓跑了游人，

与杀鸡取卵何异？ 旅游业不是门票
业，破除利益短视

,

做强服务链条，

让游人真正玩起来， 旅游才能火起
来。

@

新华视点：国庆长假处处人
头攒动， 于人山人海之间要保持一
份优雅与修养着实不易， 但这并不
能成为纵容不文明行为的理由。 大
好河山本属人人共有， 自天南海北
而来共处一地同赏美景亦是佳话，

如果因自己行为的一分不当而造成
他人的不快，与人不便、于己不悦，

那便与休闲活动愉悦身心的初衷背
道而驰。

@

新华视点：公路“免费”是好
事，怎么把好事做好，就得讲究方式
方法。 用一刀切的方式在短短几天
免费通行，鼓励“一股脑儿”式出行，

恐怕惠民的效果得大打折扣。 高速
公路免费如何科学有效， 管理者应
作进一步探索， 比如是否可以发放
“免费通行券”， 每辆车每年享受一
定公里数的免费通行额度， 而时间
则自由把握，是否更合理？

“刀架脖子”

不应成为香格里拉“一景”

香格里拉以纯净的天空和美丽的雪山而闻
名，被称“人间天堂”，游客怀着对香格里拉美丽风
光的憧憬和向往乘兴而去， 却遭遇和这个美丽地
方极不相称的“野蛮导游”、“惊魂旅游”而败兴而
归，实在让人震惊！ 竟敢“刀架游客脖子”的导游，

与“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
路财”的“山大王”又有何异？曾有女导游自曝导游
职业的肮脏黑幕———为金钱不顾一切，此前不信，

于今我信了。

当“野蛮导游”横行于香格里拉，采取“刀逼游
客”式的强制消费，把游客当成争取自身利益的筹
码，游客心中那个梦幻般的“人间天堂”，就会瞬间
变成“地狱”，损害的必然是游客的合法权益，也损害
了当地旅游部门的形象及当地旅游业的长远发展。

正如网友所言：那么令人向往的地方，竟然被某些
不法之徒玷污成这样，她残存的魅力还有多少？上
了旅游大巴就像上了“贼船”，以后谁还敢去啊？

引人深思的是， 导游怎么会成为景区“山大
王”？谁给“野蛮导游”提供了生存土壤？据新闻报
道， 当记者和其他游客一起去迪庆州旅游局投诉
时，该局执法人员答复：“是你观念不对，你按这个
价钱一交，谁都不赶你。”见游客拍摄录音，一执法
人员勃然大怒：“不删掉我就拘留你！ ”“像你这样
的滚蛋，永远不要再来香格里拉！ 我敢说这句话，

我就做得到！ ”

据报道， 迪庆已对涉事旅行社罚款
10

万元，

停业整顿
1

月；调离相应执法人员；吊销涉事导游
证件。如此处罚不能“伤筋动骨”。冰冻三尺非一日
之寒， 如不从制度上斩断深层利益链条，“刀架脖
子”逼人花钱的事还会发生。因此迪庆必须查清那
笔“藏民家访费”到底是笔什么费，旅行社与旅游
局是否有利益输送关系， 是否有侵犯游客利益的
“共谋机制”，事件背后有着怎样的分配格局。清除
害群之马只是第一步，斩断利益勾连、约束执法者
的公权力，终结放任自流式监管，才是关键。

（何勇海）陶小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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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经意的泄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