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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长假，国内旅游景区

票价“涨”声一片，丽江玉龙雪

山门票由105元涨到130元，广

东丹霞山门票由 160 元涨到

200元⋯⋯一时间，景区门票涨

价再次成为公众质疑的焦点。

近年来，每逢节假日国内

景区门票应声上涨成了公开的

秘密。环顾全国各地旅游景

点，票价在百元以上的已比比

皆是，即便两三百元的也不在

少数。面对如此来势汹汹的

“涨价潮”，游客们叫苦不迭，大

呼“玩不起”，而景区管理者也

大倒苦水，诉说自身运营压力

大的无奈。

其实，景区门票涨价过快

无外乎以下几个原因：景区维

护成本增加，直接转嫁在门票

上；优质旅游资源不足，供求矛

盾突出；景区管理权限混乱，缺

少资本性投入；此外，也不排除

有部分经营者受利益驱动，把

景区当作摇钱树，虚抬票价，借

机“捞一把”的嫌疑。但不管什

么原因，盲目跟风，任意涨价，

都不是一种明智的做法，到最

后还会伤及旅游业本身。

早在 2007 年，国家发改委

就曾专门下发通知，规定“旅游

景区门票价格调整频次不低于

3 年 ，调 整 的 幅 度 不 得 超 过

15%。”可是，一些景点管理部门

采取断章取义、避重就轻的手

法，把这一规定理解为只要到

了3年门票就可以马上涨价，而

且可以用足政策涨 15%，以致

许多景区纷纷落入了“3 年必

涨”的怪圈。

反观美国专门立法严格门

票收费、荷兰以民众承受能力

检验门票价格等做法，我国景

区管理确实存在很多不足，像

美国纽约中央公园、韩国雪岳

山、埃及金字塔、法国罗浮宫、

意大利古罗马角斗场等都是免

费或者低价开放的。这种“让

利于民”的策略，不仅没有降低

产业收入，反而进一步刺激游

客消费，促进了每年数百亿的

间接经济效益。

笔者认为，产业化是旅游

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旅游业的

核心价值，不在于景区门票，而

是由此拉动交通、餐饮、住宿、

购物等诸多行业的发展。作为

管理者，应积极发掘自身潜力，

降低门票门槛，通过“吃住玩游

购娱”的优质服务来提升旅游

产业附加值，这才是景区长远

发展的大计。而假若只把眼光

盯在门票钱上，即便门票提高

多收了三五斗，可从长远来看，

必定会因小失大，得不偿失。

退一步讲，游客对合理涨一

涨价，并不是完全不可接受，关键

是看涨价之后的景区是否能够

达到物有所值的效果。一个景

区呈现给游客的价值是无形的，

是无法用数字来衡量，但景区有

没有新特色，是否又有新的产品

推出，这些才是吸引游客光顾的

关键。如果景区软硬件设施没

有丝毫的改变，服务质量没有根

本的提升，价格却大幅上涨，这让

游客怎么会心甘情愿地接受？

旅游，是关乎老百姓幸福

指数的民心工程。请有关管理

者的目光再长远些，视野要再

开阔些，措施再灵活些，千万别

让一张门票阻挡了老百姓出游

的脚步。

近期《人民日报》发文《反腐

不应该反职工福利》。不少网友

赞其“说出了老百姓的心声”。也

有观点认为，此事件和中组部近

期发布“禁读令”引发争议有着类

似的社会背景，都是反腐步入深

水区后，各利益群体在利益重新

分配的过程中必须直面的问题。

这种反腐深入而引发的关于“真

假福利”的争议有着非常现实的

社会意义。

细细盘点自中央开展反“四

风”和群众路线教育活动以来，不

仅仅是各地老虎们相继落马，大

快人心。那些长期以来为大家所

熟知的中秋月饼、端午粽子、高温

防暑、低温防冻等等福利也被一

一取消，清新政风正悄然改变着

社会风气。可是，与此同时网络

上不断有帖子曝出：诸如“公务员

收入不高，你为啥不信”，“多名乡

镇干部因难以养家糊口而辞职”

等等冲击着人们的眼球。更有甚

者，去年湖南娄底冷水江市“被公

开”的公务员工资条显示，该市绝

大多数公务员的实发工资均在

2001 元至 4000 元之间。一时间，

不少人表示与公务员高收入的印

象完全不符，非常意外，许多民众

依然不愿相信这就是公务员收入

的全部。

那么是什么原因让社会大众

长期以来对公务员形成一种“高

收入、高福利、低压力”的固有

认识呢？笔者以为原因不外乎有

三：一是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

公务员收入对民众来说一直是不

透明、不公开的，特别是体制内

的不少人都过上了相对体面的生

活，这就难免引起人们的无限遐

想；二是公务员的收入相对是复

杂和不规范的，传说中的各种节

假日福利、隐形的、显性的，名

目繁多，各地各部门各单位又不

尽相同，撩拨着大众敏感的神

经；三是少数害群之马滥用职

权、以权谋私，出现了所谓的

“灰色收入”，正所谓“一颗老鼠

屎，坏了一锅粥”，造成了极为

恶劣的影响。

事实上，群众反对的绝不是

简单的一盒月饼、一箱粽子这些

应有的人文关怀和福利，他们反

对的根本原因在于其背后的“其

他福利”。正是体制内收入的不

透明、不公开，不仅无形中增加了

干群之间的距离感，也一次次地

刷低了政府在群众中的公信力。

因此，笔者以为我们大可以

以此次从中央到地方的反腐运动

为契机，揭开公务员收入背后的

神秘面纱！首先，从制度上根本

性地规范公务员的收入，“该给

的一分不少，不该发的绝不滥

发”。其次，建立让群众能很直

观地了解公务员收入的一种畅通

渠道，比如财产公示制度。最

后，健全完善监督机制，“打老

虎拍苍蝇”双管齐下，彻底铲除

体制内的“硕鼠”，主动接受群

众监督。

说白了，公务员只是一份工

作而已。当公务员收入这层神秘

面纱被揭开以后，也就不会出现

全民关注的奇怪现象了。

35 周岁的瑞安女幼师胡小

丽，勇救落水儿童不幸罹难，她

的事迹感动着众人的心，为“最

美温州人”再树一块为人永远铭

记的丰碑。只可惜，本该和妈妈

亲情玩乐的小冰冰，却在这国庆

长假第一天，永远地失去了母

爱；这无情的瓯江水，是12周岁

小冰冰心头永远的痛，这一天，

已失去父亲的她成了孤儿 （详见

本报10月8日、9日、11日、13

日相关报道）。

与之前好多救落水者的勇士

一样，当时胡小丽心里肯定只有

一个念头，要救起这个不慎落水

的8岁小男孩，更何况作为一位幼

儿教师，视所有孩子为自己的孩

子，爱幼已成她的本能，在当时这

种危急关头，根本容不得她多想，

也早已置自己的安危于度外，所

以才会不顾自己不会游泳这一事

实跳入瓯江救孩子。也正因为如

此，她这舍己救人的精神更显伟

大。

这种精神的光芒，浓缩着人

生的点滴积累。在众人眼里，胡

老师生前就是一位经常乐于助人

的好教师、好同事、好邻居，因此

在面对他人危难之时，她会不顾

个人安危，舍己救人。也因此，她

的精神感动了全国无数人。正如

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葛慧君在批

示中指出的：“胡小丽同志的壮举

悲壮、感动，彰显了人间大爱，闪

耀着人性的光芒，是最美浙江人

的又一典型。”

胡小丽被追授为“最美温州

人(温州好人)”、“最美瑞安人”、

“温州市见义勇为勇士”称号，是

当之无愧的。社会舆论称赞她是

无私奉献的平民英雄，她用高尚

的行为践行着自己坚守的职业追

求和操守，它是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在一位好人身上的真实体

现，为我们树起了大众见贤思齐

的新标杆。她的人性光芒，必将

激励人们把爱与善传递。因为善

良正直的人们表达对“中国好人”

的赞叹、敬佩和景仰，以及表达对

当前社会道德主流的充分肯定，

显示出各界群众广泛认同、自觉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巨大

热情。

只是冰冰太可怜，才 12 岁就

成孤儿。不过，让人欣慰的是，来

自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爱很快包

围了她。其中，有关部门及市教

育基金会为其解决了教育、生活

等方面的后顾之忧，包括冰冰成

年后胳膊上的疤痕植皮手术费

用、冰冰在国内就读期间的学费、

确定冰冰生活中如果遇到困难由

社区来帮忙解决等。葛慧君部长

在批示中还要求，在礼赞英雄的

同时，研究关爱好其家人，特别是

她女儿的生活、学习问题。这使

得小冰冰日后的生活、学习、成

长，有了较好的保障，也释然了一

些人对冰冰及其亲属以后生活的

相关忧虑。

胡老师舍己救人的英勇事

迹，为社会又添一笔精神财富，是

无价之宝。政府和社会有责任和

义务，为英雄后代的健康成长，尽

可能提供最大的帮助。这也是大

力弘扬和宣传英雄、学习英雄崇

高精神和品德时，必须做好而且

需要长期做好的一件事，这也是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取向的要义

之一。只有善待好人，爱与善才

会在全社会发扬光大。

近日，2014 年诺贝尔奖各个奖项揭晓，很多人在讨论，诺贝尔奖和咱们有多遥远，但安徽蚌埠一中却挂出告示，庆祝

该校“女婿”埃里克·白兹格（其妻是该校毕业生）获诺贝尔奖化学奖，网友点评此举为“攀高婿”。

（陶小莫 画）

马屿镇团社村 50 多位老

板、能人致富不忘本，捐资 300

余万元设立“团社慈善基金

会”，为村里的老人事业做了

一份贡献（详见本报 10 月 14

日第2版报道），这是民间慈善

助力“老有所养”的一个范本。

老有所养，善始善终，是

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政治理

想，也是儒家核心伦理——孝

道的具体呈现，《礼记·礼运》

说过，“使老有所终，壮有所

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

者皆有所养”。

人都有“老”的时候，因此

养老是个永恒的话题。在漫长

的农业文明时代，“老有所养”

大抵只是每一个家庭的责任，

全由各家的经济条件以及道德

水准所决定。因为生产力低

下，很多家庭并不能完全承担

得起这个责任，倘若遭遇天灾

人祸，情况就更糟糕了。家有

余资，老人或可得赡养；家无余

粮，老人恐怕难善终。更有忤

逆不孝之辈，任由老人自生自

灭，可怜之至。

改革开放以后，日渐丰裕

的物质条件为“老有所养”奠

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民众所

享有的“普惠式”福利状况越

来越好，各级政府层面的慈善

水平也越来越高。但“尺有所

短，寸有所长”，政府层面的福

利和慈善讲的是普遍性与平

衡性，或者只用来解决重大问

题，对局部所需恐有不及。这

就要求民间人士能够自觉自

愿，自发奉献慈善力量，发展

村居养老事业，起到填沟平壑

的补充作用。马屿镇团社村

的“团社慈善基金会”，就是为

村民的“老有所养”雪中送炭，

为政府的慈善事业锦上添花。

“团社慈善基金会”的做

法，其可圈可点之处倒不是在

年来节到的时候为老人送去月

饼、被套、食用油等慰问品，或

者摆上几十桌酒席请老人聚个

餐。据该村党支部书记透露，

“下步，村里计划为75岁以上的

老年人修建一个照料中心”，这

才是最大的亮点。老人如小

孩，给予合理的照料，是最要紧

的。孔子说：“色难。有事，弟

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

是以为孝乎？”和颜悦色，在精

神上给予无微不至的关照，而

不仅仅是代为劳作，进献酒食，

这才是真正的孝道。

管仲说：“仓廪实而知礼

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随着民

众的日益富裕，越来越多的人

认识到养老敬老的重要性，并

以此为荣。很多人热心“老有

所养”的公益事业，但苦于没

有可资仿效的好范本，马屿镇

团社村的做法值得推广。

欣慰孤女有爱包围
■王国荣

公职人员福利备受关注背后的思考
■王 振

民间慈善助力
“老有所养”

■金粟

别让高票价
阻挡游客的脚步

■项建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