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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区预警不能光靠良心
业内人士建议逐步搭建门票预订系统
本报记者 乔显佳

一些景区游客爆棚，有的
游客已经置身于非常危险的
境地，这表面上是景区的管理
问题，实质上是相关地方政府
公共安全责任缺失带来的严
重恶果，如果因此发生了严重
伤亡事故，必须严厉追究地方
政府的责任。

一些景区之所以敢于冒
险敞开大门纳客，关键是监管
不力，直接责任在管理者，间

接责任在地方政府。事实上，
只要是收费的景区，基本上都
是封闭管理的模式，景区管理
者对游客容量早已心中有数，
安全状态时刻都掌控在他们
的手中。仅从客流量上来说，
基本不存在不可控的安全因
素，像华山景区管委会主任那
样，把出现问题的原因归于

“工作细节安排不周”，完全是
在忽悠“尊敬的广大游客”。

平常，在闹市区里搞个
演出或商业活动，地方政府
出于安全考虑都会严格管
控，对景区安全极限不可能
一无所知，为什么不能及时

履行维护公共安全的责任
呢？毫无疑问，一些景区之所
以敢忽视安全问题，拿游客
的生命不当回事，眼睛只盯
着门票有多少进账，某种程
度上是地方政府睁一只眼闭
一只眼长期纵容的结果。

游客到一个景区去旅游，
其预设前提，表面上是相信景
区管理者能保障自己的安全，
实质上是相信一个地方的政
府有维护公共安全的能力和
责任。

景区安全是公共安全的
一部分，而维护公共安全，是
现代政府的基本职能之一，是

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失守的底
线。假日期间一些景区游客爆
棚，险象丛生，完全是直接管
理者违背常识的失职，背后则
是地方政府身陷利益格局之
中的“公司化”倾向主导的结
果，这辜负了广大游客的信
任，必将损害景区和当地的长
远利益。

长假还有几天，希望一些
景区和地方政府切实把游客
安全放在首位，哪怕暂时少卖
几张门票，也要保障游客的安
全，拿游客的生命安全开玩
笑，绝对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的赔本买卖。

景区爆棚凸显公共安全责任缺失
本报评论员 金岭

探原因>>

缺乏相关规定

是否预警得看良心

3日，山东大学旅游管理
系主任王德刚介绍，做旅游规
划、风景名胜区规划、文物保
护规划，以及湿地、森林保护
规划时，都会有“游客容忍量”
的测量。规划专家也会提出出
现游客高峰时的人员疏导方
案。“对于景区在多少人以内
能够保障服务质量，达到多少
人即为饱和不能再进人，相信
景区负责人心里都明白。”

“所以，作为景区经营者，
在面临超出自身接待能力的
游客量时，能否像平时做营销
时那样，主动及时地发布预警
信息，是一个职业良心和职业
道德的问题。”王德刚说，“遗
憾的是，大多数经营者出于自
身利益的考虑，不愿意发布预
警信息影响纳客量。”

据了解，对于景区在游客
超容时发布安全预警，我省旅
游部门并没有相关规定，只能
依靠各地景区根据自身情况
决定。业内人士介绍，全国来
说，景区预警也是个新鲜事
物，相关的规定和措施也是一
个空白。

寻良方>>

预警应依托景区

由地方政府发布

山东省旅游局国内市场
处处长王春生认为，鉴于我国
景区归属不同部门，且管理机
制存在差异的实际，发布预警
应该依托景区，由所在市、县
(市、区)的人民政府发布比较
合适。一旦发布安全预警需要
禁止入园时，即便游客再想
看，也应该果断叫停。

王德刚也认为，景区预警的
发布应该由政府起主导作用。借
助旅游部门行业监管处、规划
处、信息中心等，准确把握游客
的去向。为确保预警决策的准
确，地方政府还有必要掌握景区
连续数年“五一”、“十一”假期时
的游客量数据，做出合理预判。

王德刚说，需要发布预警
时，通过政府和景区的官方网
站、微博等渠道及时发布，确
保游客能够及时收到。

思配套>>

除了预警

还应推进门票预订

王春生说，面对今年“十

一”小车通行免费的刺激政
策，省旅游局节前已预备了多
个预案并进行预演，明确要求
景区在面临超出自身接待能
力的游客高峰时，应果断停止
售票。正是因为有充足的预案
和准备，使得省内泰山等景区
尽管遇到了高客流，但并没有
出现大的事故。

除了在面对游客“井喷”
时发出预警，今年“十一”旅游
市场火爆景象还启示景区，今
后应逐步搭建门票预订系统。
通过门票预订量获取客源信
息，掌握每日游客出游的情
况，并将经过预估的信息，通
过常规渠道发布给游客，避免
让游客盲目前来。

带薪休假不完善

到处人山人海

4日，本报头版报道的《无心预警，景区撑死不限客》一稿，引起国内广泛关注。

景区预警为何鲜见？预警该如何进行？除了预警还应做些什么？对这些问题，记者进行了采访。

3日，游客在台北故宫的限流公告牌前排队等待参观。因近期游客数量大增，台北故宫采取限流措施，确保馆内人数不超超过2800人。 新华社发

多位专家都表示，从拥
挤的交通到挤爆景区的人
潮，种种现象都是国人“假
日渴求”的表现。其背后是
生活条件提高、带薪休假制
度难以落实等系列因素。要
提升黄金周的“含金量”，亟
须打好“大算盘”。

挤爆景区

反映假日渴求

青岛大学旅游学院院
长马波认为，面对高客流，
仅仅靠景区预警、分流是远
远不够的。应当把景区或旅
游目的地预警的发布纳入
行政管理。

马波说，超过了合适的
流量会产生问题，这不是一
个景区部门能够解决得了
的。景区事实上是最后一道
信息发布渠道，我们可以看
到景点的拥堵，首先是交通
拥堵，然后逐步转化为景区
微观层面上的拥堵。

本组稿件据新华社、央广等

景区预警

应纳入行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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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社科院副院长
石英表示，目前，我国带薪
休假等制度不完善。国家采
取集中放假的方式，必然会
导致游客扎堆出行、热点景
区拥堵。他建议，景区和政府
有关部门，不仅要统计每日
接待游客数量，还应该根据
可容纳游客上限，通过广播、
微博、网站等媒体实时传播
信息，主动发布安全预警，
方便游客进行出行选择。

南京大学旅游研究所
所长张捷认为，我国的景点
一直以来并没有严格的人
流控制，所以导致出现人山
人海的局面。

张捷说，国外有些景点
会采用预订的方式，对通过
网络和电话提前订票的给
予折扣优惠，鼓励大家提前
预订，景区提前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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