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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央视曝光云南香格里拉旅行社强
制收取游客藏民家访费，声称是行政性变相
收费，记者拒绝交费被导游强行拉下车。随
后，游客到迪庆州旅游局投诉，却遭到执法
人员辱骂。对此，迪庆州旅游局回应称，对
涉事的旅行社处以10万元罚款，涉事导游
吊销相应证件，并调离相应执法人员。

（10月7日《京华时报》）
迪庆州旅游局作出回应处理，不可谓不

快。然而，速度并不意味着“力度”。
面对游客的投诉，迪庆州旅游局执法人

员不是积极提供维权帮助，而是大加辱骂让
其“滚蛋”，甚至威胁称“我说拘留你就拘留

你”。如此行径，何其猖狂，且置游客利益于
不顾。显然，该执法人员涉嫌玩忽职守。根
据新实施的《旅游法》：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
在履行监督管理职责中，玩忽职守，尚不构
成犯罪的，应当依法给予处分。

然而，迪庆州旅游局不过是将该执法人
员“调离”了原有岗位。如此轻飘飘的处理，
着实有护短和包庇的嫌疑。无怪乎，连中央
媒体都提出批评：“无良导游飞扬跋扈、一身
匪气的背后，站着不作为、乱作为的执法
者。对害群之马不能止于调离。如果把问
责变成责问，把惩处简化为‘罚酒三杯’，这
与变相保护何异？”

众所周知，旅游市场的有序发展，离不
开旅游主管部门的有力监督。但这个命题
成立的深层前提在于：旅游主管部门及其执
法人员，能够积极履行起应有的职责，打击
旅游市场中的不法行为，维护广大游客的权
益。这就要求：一旦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失
职渎职，相关部门则应依法依规对其进行处
分，彰显制度威慑，惩前毖后，倒逼执法人员
积极履职。简而言之，即为“从严治吏”。

迪庆州旅游局采取“调离”之举，无疑过
于“温柔”，近乎是在变相鼓励失职行为。长
远来看，这将导致当地执法监督生态的进一
步恶化。在缺乏有力监督约束的情况下，当

地旅游市场或将继续陷在无序发展的漩涡
中，成为游客不愿意踏足的“禁区”。

就眼下而言，迪庆州旅游局仅“调离”失
职的执法人员，也会迅速降低游客前往旅游
的消费意愿。毕竟，旅游主管部门乃是游客
维权的最后一张底牌。如果失职的执法者
可以逃脱应有追究，游客又凭什么相信他们
会尽职尽责地帮助自己维权？避而远之，免
遭损失，恐将会成为大多数游客的选择。

迪庆州旅游局以“调离”处理敷衍公众，
实在不是一个明智的举动。从严治吏，才能
有力地推进旅游市场的整顿，进而修复当地
的旅游声誉，挽回游客的信心。

■ 曲征

垃圾成灾呼唤
提升游客文明素养

Ｊ金玉良言

“电子涂鸦墙”也是一面文明墙
■ 郑文

游客登上黄鹤楼，也能写一笔“到此一

游”，不是在柱子上，而是在电子屏上。据了

解，黄金周期间，黄鹤楼公园管理处“电子涂

鸦墙”投入使用后，主楼柱子、墙壁上没有新

的刻画痕迹了。（10月7日《武汉晚报》）
涂画“到此一游”，是众多游客的一种不

良陋习，不仅有悖现代人的文明素养，而且

会导致景区的文物、景观受损。对此，景区
管理者颇为头疼，但除了教育及罚款外，几
乎无计可施，无法拉住游客那只只图一时兴
起的手。

诚然，新施行的《旅游法》为景区治理乱
涂乱画提供了法律的支撑。“罚”字当头的禁
令，让旅游者有些望而却步，但一些人积习

难改，更有甚者不熟知法律，依然故我。法
律的执行效果并不是很好。

既然“到此一游”是旅游者的一种从众
心理，一时之间很难改变，不妨顺其自然，用
现代手段加以引导，能取得比严惩更好的效
果。“电子涂鸦墙”的推出，彰显景区管理者
的耐心与善意，能够减少强力制止乱涂乱画
的社会情绪对峙成本。如此替游客着想的
服务考量，无疑提升了景区的管理水平。

“电子涂鸦墙”并非放纵游客的乱涂乱
画行为，而是给游客涂画划定固定区域，并
且提供更为人性化的服务，尊重和满足了游
客的心理需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电
子涂鸦墙”也是一面文明墙，在顺势利导的
同时，也在潜移默化地培育游客更为文明规
范的旅游行为。如此善意的引导比起罚款
严惩更为文明与进步。

“电子涂鸦墙”也带来启示，根治旅游之
陋习，当然需要游客文明自律意识的提升，
但景区管理者同样也需要智慧与善意。两
者的良性互动，才能真正将旅游驶入文明的
轨道。

10月6日，黄金周第六天，北京八达岭
长城景区累计游客人数达35.66万人，产生
垃圾共计109吨。景点环卫工又忙又累，不
得不让自己的孩子也帮忙捡拾景区垃圾。

（10月7日《新京报》）
垃圾多，是各个景区的共同点，每年都

是如此。这些垃圾，有许多应该是游客自己
放进景区垃圾箱或者带离景区的，但是，游
客们只顾游玩，却把自己的环保责任完全忘
记了，致使景区垃圾成灾，境况十分不堪。

其实，这种印证游客素质不高的现象，
不只是表现在八达岭长城景区的垃圾成堆
上，诸如升旗过后的天安门广场留下5吨垃
圾、游客不顾警示随意攀爬圆明园古墙遗
址、宁波动物园里游人用纸屑向动物投食、
泰山步道旁苹果核橘子皮不时从山上滚落
等等，都是游客素质不高的具体写真。

以前人们的生活水平不高，旅游像一件
奢侈品，但如今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旅游一夜之间成了飞入寻常百姓家里的“燕
子”，外出旅游的人越来越多，这就要求，物
质上的富裕必须与精神层次上的富裕统一
起来，既然出门旅游成了一项寻常事，那么，
游人的基本旅游素质也要上一个档次，不能
再以原来的形象要求自己。

当然，提升游客素养，除了游客自己注
意检点之外，还需要有关方面大力宣传，形
成“文明旅游光荣”的社会氛围，同时，还要
制定相关制度，对于乱扔垃圾等不文明的旅
游习惯，予以制裁。前一点，可以向台湾学
习。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台湾地区的很多暴
发户去欧美旅游，常常当街吐痰、大声喧哗、
随地乱丢烟蒂垃圾等，台湾当局和民间团体
倡导了诸如“上车请排队”、“勿随地吐痰”等
运动，效果甚佳。

提升游客素养，不仅仅利于景区的环境
保护，而且还提升了整个民族的行为素质，
并且因为国人还会到国外出游，也间接地提
升了国人在国外的形象，意义重大，理应当
做一件大事来做。

不是“被语录”而是“被代言”
■ 李万友

S 实话实说

被杜撰、篡改的名人名言在网上流行已
非新鲜事，假语录满天飞，央视著名主持人
白岩松此前曾发声明澄清。近日，白岩松接
受某杂志专访，就所谓的“白岩松语录”进行
了一一辨认，鉴定结果是，网上流传的借白
岩松之口的言论，有些并非出自他本人。

（10月 7日《天府早报》）
明明没说过的话，却被安在了名人身

上，用当下流行的话说，俨然是“被语录”。

不过，透过现象看本质，则不是这么回事。
一来中招的往往是名人；二来“被语录”

的口气像极了“语录”，又往往比“语录”还
“语录”。可见颇费心思，想当然不是公众内
心空虚的结果。应该说，纯粹是故意借名人
效应表达个人内心的真实想法。

说的也是，现实中会说经典话语的大有
人在，可从普通老百姓口中说出来的明显不
如名人口中说出来的效果好。又由于这样

那样的原因，公众期待有人说出来，却没人
说出来。久而久之，便以名人的名义说出来
了。实质上，这正是名人“被语录”横空出世
的真正根源所在。

这也就是说，不是“被语录”而是“被代
言”。说一千道一万，名人“被语录”与公众
内心空虚毫无关系。真正该反思的是，公众
期待的话名人们为什么不说出来？

银行出错岂能让储户埋单
1989年，湖北省丹江口市民盛忠奎夫妻

二人就满心欢喜办了这样一份业务，他们拿

出 2000元积蓄存入当地某国有银行办理两

张存单，上面写明 24年到期后本息共 22万
元。今年，存单终于到期了。可当盛忠奎夫

妇去银行取钱时，却被告知存单已失效。22
万元成了黄粱一梦。据了解，当地像盛忠奎

这样的储户有70余人。（10月7日新华网）
在经历了长达24年的坚守和等待之后，

约定利息 22 万元的两张存单，却被告之失
效，银行最终仅兑现利息8400元，这对于盛
忠奎及其他办理同样存款业务的70余名储
户来说，犹如晴天霹雳。事实上，在这份存
款业务中，盛忠奎等储户无任何过错，错的
是银行。问题是，银行出错，却由储户埋单，
这公平吗？

银行擅自增加保值储蓄存款档次，就已
经有错在先了。继而，在上级银行当年下发

紧急通知，要求“该业务期限最多不能超过8
年”之后，当事银行未及时通知储户；存单到
期之后，银行再以存单失效为由，拒绝向储
户兑现当初约定的利息，可谓错上加错。

这起“存款风波”的发生，不是偶然现
象，再次见证了银行的霸道，也再次呼唤银
行应与顾客平等互利。虽然银行也是企业，
追求利益最大化并没有错，但不能总是靠

“免责”逐利，去损害顾客的利益。

■ 张西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