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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月月1111日日，，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在接受媒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在接受媒

体记者采访时表示体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些年这些年，，在文化和旅游行业快在文化和旅游行业快

速发展的同时速发展的同时，，应该说也是泥沙俱下应该说也是泥沙俱下、、鱼龙混杂鱼龙混杂，，也也

产生了一些问题产生了一些问题。。比如比如，，大家反映强烈的不合理低价游大家反映强烈的不合理低价游、、强迫购物强迫购物，，特别是强迫购物特别是强迫购物，，损害游损害游

客的旅游体验客的旅游体验，，侵害消费者的权益侵害消费者的权益，，恶化当地的营商环境恶化当地的营商环境，，也损害地方的形象也损害地方的形象。。今年将采取今年将采取

专项行动专项行动，，对这个问题进行治理对这个问题进行治理。。那么那么，，如何治理不合理低价游如何治理不合理低价游？？本期观点予以探讨本期观点予以探讨。。

近年来，有关不合理低价游的报道频繁
出现在公众视野。不合理低价游的问题，不仅
仅是价格问题，更是关乎诚信经营、公平竞争
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重大问题，必须从多方
面入手形成治理合力，确保旅游市场的公平、
透明和规范。

首先，立法部门应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
规，明确不合理低价游的定义、认定标准和处罚
措施。目前，虽然相关法律对不合理低价游有所
规定，但具体操作中仍存在一些模糊地带。因
此，需要细化法律条款，使其更具可操作性。

其次，监管部门应加大执法力度，定期开
展专项整治行动。对于查实的不合理低价游行

为，应依法严惩，并通过媒体曝光，形成警示效
应。同时，要加强对旅行社和导游的监管，建立
信用档案，将违法违规行为记录在案，作为今
后业务许可、评优评先等事项的重要依据。

再者，行业自律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环。旅
游行业协会应发挥积极作用，制定行业规范，
加强自律管理。对于违反行业规范的旅行社
和导游，应给予相应的处罚，甚至取消其会员
资格。行业协会还可以组织开展培训、交流等
活动，提高从业人员的业务素质和法律意识。

电商平台在不合理低价游问题上，也应
承担为旅游产品把关的责任。平台应加大对
旅游产品的审核力度，确保上架的产品符合

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对于存在虚假宣传、价
格欺诈等行为的商家，平台应及时下架相关
产品，并上报给监管部门调查处理。

此外，消费者自身也应提高警惕，理性消
费。在选择旅游产品时不要被低价迷惑，要注
重产品的质量和性价比。同时，要学会维护自
己的合法权益，遇到不合理低价游等侵害行
为时要及时投诉和举报。

根治不合理低价游，需要立法部门、监管
部门、行业和消费者的共同努力。只有形成全
社会共同抵制不合理低价游的氛围，才能促
进旅游市场健康发展，让旅游真正成为人们
放松身心、增长见识的愉悦体验。

不合理低价游是指背离价值规律，低于
经营成本，以不实价格招揽游客，以不实宣传
诱导消费，以不正当竞争扰乱市场的行为。近
年来，不合理低价游屡禁不止，文化和旅游部
今年将对此进行专项治理。从行业角度说，改
革导游薪酬制度，也是整治这一问题的一个
抓手。

当前导游薪酬制度存在很大缺陷。早有
媒体通过调查披露，不少导游的收入主要依
赖购物回扣，基本工资微薄，这种薪酬体系直
接导致服务质量下降。导游为获取回扣，不得
不将大量时间花在带游客购物上，严重压缩
了正常的游览时间。更有甚者，部分导游为获

取更高回扣，采取强迫购物等极端手段，严重
损害游客权益，也屡屡引发游客和导游、游客
和旅行社之间的矛盾，同时也严重损害地方
旅游的形象和信誉。可以说，这种薪酬制度不
仅扭曲了导游的职业定位，也破坏了旅游市
场的正常秩序。

改革导游薪酬制度，应当建立以服务为
导向的新型薪酬体系，将导游收入与服务质
量和游客满意度直接挂钩。具体而言，可采取

“基本工资+服务绩效”的模式，基本工资保障
导游基本生活，服务绩效则根据游客评价和
服务质量确定。同时，有专家早就建议，应当
允许导游自由执业，鼓励优秀导游通过提供

优质服务获得更高收入。这种改革，不仅能够
提高导游的职业尊严，也能促使导游将精力
集中在提升服务质量上。

正如一位业内人士所说，完善的薪酬制
度，可以使导游薪资得到更好的保障，从而吸
引更多人才加入到导游队伍中；完善的工会
福利，可以激发导游的工作热情，促进旅游行
业健康发展。期待各地以保障导游合法劳动
报酬权益为核心，建立公开、公平、合理的导
游薪酬制度；推动同步建立健全导游行业组
织和工会组织，工会组织要全面履行职能，维
护导游合法权益，提升工会福利，推动构建和
谐的劳动关系。

旅游作为一种放松身心、体验不同文化
与风土人情的重要方式，日益受到人们的青
睐。然而，旅游市场上屡禁不止的不合理低价
游乱象，不仅侵害了游客的合法权益，也严重
扰乱了旅游市场的健康发展。

不合理低价游之所以成为“打不死的小
强”，根源在于利益驱动，也与旅游行业长期低
水平竞争，没能实现向“品质游”的高质量转型
发展有关。在旅游服务低水平之下，“花最少的
钱享受到更好的旅游体验”是游客普遍存在的
消费心理，不少游客倾向于追捧低价游。

因此，仅仅依靠整治不合理低价游，恐怕
难以彻底解决问题，提升旅游服务水平，打造

“品质游”，也是重要举措。
一方面，旅游行业应积极转变发展观念，

摒弃粗放、低端的发展模式，向高品质、精细化
方向转型。值得一提的是，随着科技进步，智慧
旅游为提升旅游品质提供了新的可能。利用大
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可以实现旅游资
源的智能化管理和服务，提升旅游体验的便捷
性和舒适度，让游客的旅行更加轻松愉快。

另一方面，相关部门应加强对旅行社经
营行为和导游资质的审核和监管，提高其安
全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并以“革旧立新”为
导向，积极推进标准化建设，对“零团费、低价
团”等达不到基本质量标准的旅游产品，用合

理机制将其淘汰出去，以此维护良好的市场
环境；还要培育一批优秀旅游企业，通过提供
个性化、多样化的旅游产品和服务，满足游客
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通过开发深度游、文化
体验游、生态旅游等高品质旅游项目，让游客
在享受美景的同时，获得更丰富的文化体验
和精神满足。

治理旅游不合理低价游乱象，提升旅游
品质，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政府、企业、消费
者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只有坚持整治与提
质并重，才能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让游客
在奔赴“诗和远方”的旅途中，收获满满的幸
福与美好。

治理不合理低价游，需要从重点人群入手。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越来越多的老年人转

变观念，选择走出家门，通过旅游丰富人生，提
高晚年生活质量。然而，一些不法旅行社利用
老年人追求低价的心理，推出一系列看似“实
惠”实则暗藏消费陷阱的低价游产品，严重损
害了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和旅游体验。

低价游往往只是一个引流的幌子，在其
背后，往往隐藏着推销高价产品、降低食宿标
准、参观付费景点、强制购物等行为，不仅让
老年人的旅游体验大打折扣，更影响老年人
的出行体验和市场良性发展。而且，一些不法
旅行社在宣传中声称没有购物环节，实际上
却安排参观购物商场，“不购物不让走”，或通

过赠送小礼品、开讲座等方式，诱骗老年人购
买高价保健品或其他商品。

对老年人来讲，旅游应该是享受和放松，
调节生活节奏，给“夕阳红”增加乐趣。因此，
老年人在选择旅游产品时，一定要保持清醒
头脑，认识到“天上不会掉馅饼”，切勿盲目贪
便宜、追求低价。在签订旅游协议时，需要选
择正规旅行社，仔细阅读旅游合同，了解行程
安排、食宿标准、景点费用等详细信息，避免
被不实宣传所蒙蔽。同时，老年人也要增强自
己的维权意识，一旦发现旅行社存在欺诈行
为，要敢于站出来维护合法权益。

旅游行业主管部门应加大对旅行社的监
管力度，对低价游、强迫消费等违规行为进行

严厉打击。建立健全旅游投诉机制，为老年人
提供便捷的投诉渠道，提高纠纷处理效率，确
保他们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维护。同时，还要
加强对老年人的旅游知识宣传，增强他们的
旅游防范意识，普及防骗常识，帮助识别旅游
业常见的促销“套路”，掌握维权技巧，让他们
能够安全、愉快地享受旅游乐趣。

家庭成员也应给予老年人更多的关爱和支
持，多关注老年人的旅游需求，主动帮助他们

“排雷”，选择正规、安全、靠谱的旅游产品，推荐
适合老年人的出行线路。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
家庭成员可以陪伴老年人出游，一方面可以享
受天伦之乐，增进亲情关系，另一方面也是履行
赡养老人的义务，让“夕阳红”更灿烂。

朱慧卿作

春回大地，全国各地又掀起一场植树造
林的热潮。但从往年来看，一些地方存在“种
树时声势浩大，养护时无人问津”的现象，让
不少新栽树木难逃“春种秋枯”的宿命。植树
造林这场“绿色接力赛”，不仅考验种树热
情，更考验持续护绿的责任和智慧。

管护树木需织密责任网。相关部门应落实
好管护责任，清晰界定管护责任主体，让每一
棵树都有专属的守护者。目前一些地方推行的

“树长制”值得借鉴，以“一树一档”“一树一策”
精准守护古树名木。植树造林也可推行“树长
制”，对每棵新栽树木建档编号，将管护责任人
信息公示在树干上，并要求责任人及时将浇
水、施肥等管护记录实时上传云端备查。

护绿贵在齐心协力。公众是生态环境的直
接受益者，也应该是护绿行动的主力军。一些
地方面向公众推行“绿植认养人”模式，动员群
众通过“认养”护绿，带领孩子组建护绿小分队

“认养”树木、花坛等；一些地方与相关企业推

出“骑行换绿意”活动，共享单车里程可兑换树
木养护基金；还有一些地方鼓励公众发现有破
坏树木的行为，勇敢制止并及时举报，让制度
长出牙齿……当护绿成为人们的“身边之事”

“举手之劳”，青山绿水就会给予我们生命的源
泉、心灵的寄托、生态的平衡。

技术赋能破解管护困局。人工智能时
代，智能科技可为管护树木助力。比如，一些
农业场景运用的智能滴灌技术，能实时监测
土壤湿度自动补水，可用于植树造林的管护
工作；一些地方启用无人机巡航系统，可在
二三十分钟内完成百亩林地病虫害扫描，这
也值得借鉴。在科技加持下，管护树木，可由
传统“人海战术”转向“智能管护”新模式。

春种一棵树，秋护万木荫。从扫码认养一
株苗到参与云端植树，从制止攀折花木到举
报乱砍滥伐……每个细微举动，都是对绿水
青山的承诺。在大力开展植树造林活动的同
时，还要让护绿意识融入每个单位、每个人的
日常行动，方能绘就“四季常青”的生态画卷。

搅拌棒、手电钻、面漆刷、刮板……40岁
的朱星打开工具箱，很难想象他曾是“网络
优化工程师”。2009 年湖北大学研究生毕业
的他卖过信用卡、开过面馆，也曾进过某大
厂外包公司……2023年7月，朱星辞职了。后
来，偶然接触到了艺术涂料，跟着师傅认真
学了 4 个月，今年 1 月开始独立接涂刷墙面
的活。两个月干下来，近两万元收入挣到
了手。

“学历不仅是敲门砖，也是我下不来的
高台，脱不下的长衫……”近年来，网络上出
现一些年轻人，如此抒发自己求职时的处
境。他们受过高等教育，曾经意气风发，步入
社会后不愿从事比自己预期低的工作，学历
成为他们身上难以脱下的“孔乙己的长衫”。

不过，也有一些年轻人步入社会后，或
工作到一定年限被辞退后，重新衡量自己的

价值，大方而自信地走出了自己的“人生之
路”。研究生毕业、曾是“网络优化工程师”的
朱星就是这样的人。其妻子将他的经历发布
在网络平台后，没想到有7000多位网友留言
鼓励他，一位网友如此留言：“工作不分贵
贱！男人的高大不在身高，而是扛得住大风
大浪的那股力量！”

人的社会价值是多元化的，人的发展也
应是多样化的，无论是考公入编也好，还是
选择送外卖也罢，都是人生的一种价值选
择，只要不违背社会公序良俗，只要遵从于
内心，都值得尊重和点赞。

所以，在社会评价体系多元化的当下求
职，只有脱下“孔乙己的长衫”，我们才能填
平“不甘于平凡却又如此平凡”的心理落差，
才能获得人生恬淡的幸福，才能让脚下的奋
斗之路更平坦。

一枚小小的植物萃取饼，被包装成能主
动捕捉分解灰尘、让全家一尘不染的好物；一
瓶普通的沐浴露，被宣传为洗哪儿瘦哪儿、比
健身瘦得更快的减脂“神器”……消费者常常
会被效果惊人的商品“种草”，殊不知，商家正
是通过这些卖点，让消费者掉进“智商税”的
陷阱。日前，有媒体针对电商平台销售的部分
宣称具有“神奇”功效的商品展开调查，为消
费者揭开它们虚假宣传的外衣。

只有消费者想不到的，没有电商的“黑
科技神器”做不到的。在一些电商的嘴里，某
些商品含有神秘成分，具有超出消费者惯常
认知的“神奇”的吸尘、减脂等功能，是妥妥
的“黑科技神器”，但媒体的调查把所谓的

“神器”打回了原形——这些“神器”的“神
奇”功效，既没有检测报告支撑，也不符合科
技逻辑和消费实践。有些“神器”只是普通商
品，所含成分及功能与其他类似商品相差无
几。有些“神器”则是渠道来源不明、质量难
以保障的“三无”产品、假冒伪劣产品。

显然，一些电商在销售过程中，通过文
字、语言、图片、客服回应等方式，把商品的功
效吹得天花乱坠，背离了商品的实际功能，构
成了虚假、夸大宣传，欺骗误导了消费者，妨
碍了公平竞争，踩踏了法律底线和诚信底线。

靠电商的“口技”吹不出“黑科技”，吹不
出功能“神器”，只能吹出忽悠“神器”、侵权

“神器”。对于形形色色的“黑科技神器”，消
费者应保持足够的理性，增强警惕意识和辨
识意识，在下单前做足功课，向商家索要能
够证明“神器”功效的检测报告，查看比对商
品的标签、包装、说明书信息等，若商家不能
提供相关佐证信息，或相关信息与商家的宣
传不符，就应谨慎购买或不购买。

电商平台应承担主体责任，通过“AI+人
工”的方式，瞄准虚假宣传问题易发高发的
店铺和商品，加强监测治理，动态调整与“黑
科技神器”有关的虚假宣传关键词，提升对
虚假宣传信息的甄别、拦截、屏蔽能力，对存
有虚假宣传问题的商家，视情节轻重采取限
制流量、取消推荐、封限账号、下架商品等措
施，并将问题线索报告给监管部门。

市场监管部门应联合消协、行业协会、
媒体等，解剖商家利用宣传“口技”包装“黑
科技神器”的话术和套路，警示敲打商家，教
育提醒消费者，并加大对虚假宣传、购买或
诱导好评等行为的监督打击力度，该查处就
查处，该曝光就曝光，倒逼商家增强自律意
识，守住法律底线，管住营销宣传的“嘴”，为
消费者营造诚信、公平、有序的消费环境。

据媒体报道，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孔雀
社区内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多达1021人。然
而，社区用房捉襟见肘，硬件设施极为匮乏，
老年食堂建设计划一直难以推进。而辖区内
的孔雀幼儿园食堂在午间供餐后，设备一直
闲置着，园方也四处寻找开放资源的渠道。双
方一拍即合，迅速达成合作——借助幼儿园
食堂，利用其非供餐时段烹饪“养老餐”。

伴随着社会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如何让
老年人吃饱吃好，成为一项重要的民生工
程。2023年10月，民政部等部门联合印发《积
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行动方案》，要求“积极
构建覆盖城乡、布局合理、共建共享的老年
助餐服务网络，推动老年助餐服务方便可
及、经济实惠、安全可靠、持续发展”。在一些
地方，老年食堂满足了老年人吃得更便宜、
吃得更有品质的利益诉求，受到普遍欢迎。
然而，在另外一些地方，老年食堂建设因各
种各样的原因被搁浅。

而宁波“双龄厨房”的出现，让“老幼搭
伙”成为生动、鲜活的图景，为破解老年人

“吃饭难”提供了新思路。一方面，“双龄厨
房”盘活了幼儿园食堂的闲置资源；另一方

面，又让老年人吃上了“养老餐”，切实解决
了老年人的急难愁盼问题。这表明，破解老
年人在家门口的就餐难题，需要更多变通。

民以食为天，小饭碗里装着大民生。如
何让老年人吃上质优价廉的饭菜，是提升养
老服务水平的必答题。这道题，各地都必须
答好。

进而言之，“双龄厨房”在社区融合方面
也进行了积极而有益的探索，让不同年龄段
的居民，在共同的空间里共享美好时光，营
造更加和谐友善的生活环境。由此来说，“双
龄厨房”带给老人们的，不仅是可口的饭菜，
也是心灵的陪伴与精神的慰藉，“双龄厨房”
不仅是一个吃饭空间，也是一个社会交往、
社会融入的空间，老人们围坐在餐桌旁，品
尝着美味的饭菜，交谈着生活中的琐事，能
够给他们带来精神上的愉悦和满足。

不论是“幼儿园开设老年班”，还是“双
龄厨房”，都是以积极的态度、积极的政策、
积极的行动应对人口老龄化，挖掘人口老龄
化背景下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活力和新机遇，
有助于让“老有所养”更有品质、“老有所为”

“老有所乐”更加丰富多彩。

让不合理 “双龄厨房”是对共融共享的创新
◎ 杨朝清

电商的“口技”吹不出“黑科技”
◎ 李英锋

脱下“长衫”，让奋斗之路更平坦
◎ 樊树林

种好树，更要护好绿
◎ 龙飞飞

治不合理低价游需形成合力
◎ 王琦

改革导游酬薪制度也是抓手
◎ 苑广阔

既需要整治，也需要提质
◎ 舒爱民

让老年人远离低价游陷阱
◎ 江德斌

没有市场没有市场编
者
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