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10月14日 / 星期三 / 责任编辑 / 金晓锋 / 编辑 / 陈良和10 远望角

此次“节后算账”，其实已

明察暗访进行至少一个月。

8月初《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进一步促进旅游投资和消费的

若干意见》公布后，国家旅游局

就以整治旅游景区门票价格、

管理服务存在的突出问题等为

切入口，着手净化旅游消费环

境。“9 月以来特别是十一假日

期间，国家旅游局对旅游投诉

较多的部分 5A 级景区开展了

服务质量暗访检查。”国家旅游

局人士透露说。

根据检查结果，国家旅游局

决定取消河北省秦皇岛市山海

关景区 5A 级资质；对丽江古城

景区、西樵山景区、濠河景区、西

溪湿地旅游区、东方明珠广播电

视塔、明十三陵景区等 6 家 5A

级景区给予严重警告，并公开通

报，给予6个月时间整改。

价格欺诈、强迫游客捐款、

商铺无明码标价、出租车不打

表、秩序混乱、安全隐患突出、

环境脏乱差……记者了解到，

此次暗访检查，抽查的重点目

标，就是群众投诉比较集中、

屡犯不改的景区。可以说，投

诉率成为精准打击的有效工

具——那些麻木不仁的景区

必须当心了。

严厉的处罚，把这些景区

推到风口浪尖上，更引发人们

对相关主管部门的追问。连

日来，河北省秦皇岛市山海关

区政府召开整改专项会议，对

老龙头景区和区旅游监察大

队负责人进行免职处理，区委

区政府主要领导和主管领导

作出检讨。广东佛山市、江苏

南通市、浙江省杭州市等地均

表示对标找差，加强整改。

“今天想去剪头发，到

理发店门口一看，上面写

着：剪发20元，吓得我赶紧

回来了，不知道理发会不会

按根算……”这个国庆节，

青岛因为大虾事件火了一

把后，段子手也坐不住了，

改编出各种嘲讽宰客的笑

话段子。下面就盘点一下

国庆节期间发生的宰客事

件。

■青岛天价虾
10月4日，南京的朱先

生和四川的肖先生，在青岛

一家名为善德烧烤用餐时，

各自都点了一份虾，点餐时

菜单上标价38元，结账时，

店老板却按每只虾38元的

价格收费，一份蒜蓉大虾就

要1520元，整顿饭要2000

多元。他们选择报警，经民

警处置，最终付款800元。

事后天价大虾店主被

罚9万元，目前该店已经关

门歇业，物价局相关责任人

停职检查，多部门道歉，全

区大检查。但几亿元打造

出来的“好客山东”，被 38

元一只的青岛大虾削了脸。

■泸沽湖“天价”石斛
青岛有人卖“天价虾”，

云南泸沽湖有人卖“天价

药”？10月8日，四川宜宾市

民魏先生在云南泸沽湖景区

购买50克原本每克只值几

元钱的中草药石斛，竟被要

价3000元……最终，魏先生

一家在缴纳400元钱后得以

脱身。事实上，中草药石斛

在淘宝上的价格，普通的是

0.98元左右一克，价格较贵

的干条也才3元每克。

目前，当地相关部门已

介入调查。

■丽江“酒托”事件
黄金周期间，来自深圳

的游客阿鹏在云南丽江古

城 遭 遇 酒 托 ，被 坑 5000

元。记者暗访发现丽江普

遍存在着酒托打着寻找“艳

遇”的名义，谋利欺诈游客

现象，引发社会关注。目

前，涉事酒吧被停业整顿。

除了酒托，还有游客投

诉称在拉市海骑马被威胁，

花去 2880 元，还没有骑到

马。

■崂山景区蘑菇炖鸡
卖900元

10月2日，一位山西来

青游玩游客被“黑导游”拉

进农家宴消费 2300 元，其

中 一 道 蘑 菇 炖 鸡 收 费 近

900 元，最终这顿饭花费

2300元。

看到该网友的曝光帖

后，崂山景区勒令该农家宴

停止营业，并赔偿该游客全

部损失。

■济南黄焖鸡看人定
价

10 月 2 日，网友 @Si-

mon 蒙 meng 在事先没有

问价的情况下，在济南火车

站附近点了两份黄焖鸡米

饭，被店家索要 100 元餐

费，平均一份 50 元。而它

卖给本地人却是 25 元一

份。

知情人士介绍，看人定

价和偷换概念正是黑店宰

客的常用招数。不明码标

价就是为了给这些招数提

供发挥的空间，用餐前问不

问价，结账肯定是两个价

钱。

■上海蟹粉包没蟹味
在上海著名的豫园商

城景区内，有不少小吃店，

其中大多数都卖蟹黄灌汤

包和蟹粉小笼。游客反映，

在上海著名的豫园商城景

区内，42 元一笼的加蟹鲜

肉小笼和25元一只的加蟹

鲜肉灌汤包吃不出蟹味。

餐厅负责人说，吃不出蟹味

不足为奇，“当你尝到蟹黄

的味道不是这个价格了，就

是99块了。如果猪肉里面

能够吃出蟹黄的味道，一个

小 的 灌 汤 包 最 起 码 十 块

钱。” (综合)

5A景区首被“摘牌”

景区乱象能否彻底破除?
黄金周刚过，国家旅游局召开发布

会，宣布取消山海关等景区5A资质，并对

丽江古城等6家5A级景区提出严重警告，

全国通报并限期整改。

5A景区首次被“摘牌”，国家级景区

退出机制终于“激活”。这对全国众多的

景区带来怎样的警示？

7 家 5A 景区被摘牌或限改

记者了解到，A 级景区评

定工作自开始以来，就不是一

个只进不出的机制，而是一个

动态管理机制。我国目前有

200 多家 5A 景区，但面对旅游

乱象，能不能摘掉名不副实的

5A 级旅游景区的牌子，一直是

行业敏感话题。

在旅游行政管理措施中，

取消 A 级资质是最严重的手

段 ，其 次 是 严 重 警 告 、警 告 。

“国家旅游局此前曾警告过多

家 5A 级景区，却从未取消过

其资质，这次可谓是力度大、

动真刀。”中国社会科学院旅

游研究中心学术顾问刘德谦

指出，这既是来自监管部门的

处罚，更是杀一儆百，肃清景

区乱象。

冰 冻 三 尺 非 一 日 之 寒 。

记者梳理此次通报涉及的问

题，在被摘牌、被警告的背后，

给每一个景区都发出警示，更

折射出当前旅游市场监管的

深层次问题。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日，全

国共接待游客 5.26 亿人次，同

比增长 10.7%。在旅游消费盆

满钵溢的时候，一些游客也经

历了“闹心之旅”。据统计，9

月 29 日 12 时至 10 月 7 日 17

时，国家旅游局共接到投诉举

报 534 件。从投诉对象看，主

要集中在旅游景区、旅行社及

导游。

以价格欺诈来说，绝非个

别现象。山海关景区经过核

准的门票价格是 60 元，但却

卖出了 90 元的联票。此外，

部分景区停车场价格翻倍且

不开发票，出租车不打表，多

数商铺不明码标价。不光是

旅游景区，就连旅游城市青岛

也出现怪相，一盘大虾使“好

客 山 东 ”一 时 变 成“ 宰 客 山

东”。

“ 地 方 全 力 以 赴 争 创 5A

级景区，成功后便放松懈怠、

忽视维护，导致景区质量出现

问题。这种‘重申请、轻管理，

重创收、轻安全，重盈利、轻公

益’的发展方式难以为继。”北

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旅

游管理系教授王衍用说，此次

取消山海关 5A 级旅游景区资

质，就是宣告没有应有服务质

量和管理水平，牌子随时可能

被摘掉。

景区被摘牌后，受到多大

影响？专家表示，这不光是会

牵扯到景区的政策以及经济

利益，比如 5A 景区享受的政

策倾斜和财政补贴会不同等，

更会形成不良口碑，使更多游

客“用脚投票”，从而远离这些

地区。

摘牌威慑力有多大？

“5A 牌子摘掉后怎么办？

这需要有明确的后续配套制

度。”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副

院长张凌云认为，此次摘牌让

5A级旅游景区有了危机感。

据了解，被摘牌并不意味着

“一棍子打死”，如果积极整改，

景区的牌子也能得到恢复，相关

警告处分也可取消。

华东师范大学旅游系教授

楼嘉军表示，执法过程还应更加

公开、透明。“关键要实现常态化

管理。旅游景区管理制度怎么

落地，谁来监管，有些考核和监

督能否委托第三方机构，按照一

定的标准进行专业化监管，有些

可以让老百姓的意见建议参与

其中，最终让景区心服口服、让

老百姓满意。”

专家也指出，必须要采取更

加严格的监管措施，以防威慑力

打折扣。“长期以来，对旅游市场

的监管过于疏松，相关监管部门

的缺失和不作为，才给各种乱象

以生根发芽的机会。”楼嘉军指

出，必须要提高违法成本，才能

遏制旅游乱象。 （据新华社）

“退出机制”要更加透明、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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