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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幻想仅靠旅游法来解决所有顽疾

过冬，开空调还是交暖气费

头条评论

我来抛砖

@jackyuqi：2000多元的取暖费，心里年年矛盾，到
底交还是不交？有空调，冷的话开，不冷的话关，适当
的情况，还可以提高一下自身的冬天适应能力。几个
月平均下来的电钱，应该也差不了多少。

漫漫画画：：贺贺妍妍妍妍

毛旭松

国庆七天假期落下帷幕，不
少港城市民选择了出游。可是本
该是审美的休闲游，却成了不得
不直面国人公德缺陷的“审丑”之
旅。《旅游法》在国庆长假期间施
行，目的不言而喻，很多人的眼光
都盯着《旅游法》的效果，然而，尽
管做了各方面的严格规定，但以
往旅游中存在的陋习并没有在此
次国庆长假中根除。

《旅游法》规定，景区的经营
行为要规范，坚决杜绝“园中园”、

“票中票”现象的发生。即便必须
实行“园中园”、“票中票”，也要在
景区门票和宣传中明确注明，以
便消费者准确选择，而不是用“开
门迎客、关门打狗”的方式欺骗消
费者。然而规定并没有得到真正
落实，庐山1800元的票中票经央视
报道后，为民众持续关注。

占据山头，各自收费。这其实
是很多地方政府部门惯用的方
法。据不完全统计，在国内至少有
27个省份制订的“十二五”规划都
把旅游业作为支柱产业或第三产
业中的领头产业。公共资源被过

度消费，俨然成了当地部门的摇
钱树。

景 区 在 商 业 利 益 的 驱 动
下，过度开发，损害了景区的核
心文化价值，这也是全国不少
景区共同面临的问题。景区资
源的稀缺性和垄断性，不能成
为地方政府部门谋利的工具。
而缺乏总体规划的发展方式，
使一些景区急功近利。其结果
就是，景区既得不到保护，也会
伤害旅游市场。

还有，《旅游法》规定，对刻
画、涂污或者以其他方式故意损
坏国家保护文物、名胜古迹的行
为,可处警告或200元以下罚款；情

节较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
留,并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
处罚不可谓不严厉，然而收效甚
微，各大景区游客如织，工作人员
对于乱刻乱画的行为实在是无可
奈何。即便是通过罚款等严苛方
式，依旧无法阻止国人刻下“到此
一游”的冲动。

但凡在国内各景点游走的
人，就会发现“到此一游”四字
无处不在，形形色色的游客留
下形形色色的字体，包办了楼
阁庙宇和大山名川。刻字的心
理各异，总而言之，无非是显现
出自己曾到此游玩，游客倒是
满足了虚荣之心，逞一时之快，

但丑陋的刻字却损害了景点的
美丽，人为的污点让景观黯然
失色。

当然，最终的落脚点终归是
游客自身素质的提高，在全民素
质参差不齐的当下，采用疏堵结
合的方式，不失为治理游客乱写
乱画行为的灵药。除了有关部门
要加强对文物和景点的保护和管
理，能否给远道而来的游客提供
一个情感宣泄的渠道，这也是旅
游景点应该思考的问题。

旅游产业蓬勃发展，但是仅
依靠一部《旅游法》难以根除顽
疾，疏堵结合，宣传教育游客提高
素质也是必然举措。

@羽我同行：取暖费要
多交30%的时候我也交，有暖
气确实舒服，特别是很冷的
时候，从外面回到家特别舒
服，暖洋洋的。交暖气费就是
用钱买舒服。

@烟台银：家有老人和
孩子的话，还是交吧。空调在
北方达不到取暖的效果。

@崔崔：集体供暖舒服，
一进门就暖和，但是真是挺
浪费，希望可以解决。

@刺儿头：集中供暖效
果还是比空调好，如果供热
公司能认真烧锅炉的话。

@苏格兰打卤面：室外
零下6℃，空调制热效果就很
差，可以说，根本不起作用。

@雯雯小丫头：要说空
调，一个屋子一个，电钱不
少。整个房子一个，白交电费
还不起作用。

@jackyuqi：其实空调也
不错，人不能太享受，我现在
真明白了，夏天过得不像夏
天，冬天过得不像冬天，我现
在的生物钟全乱了。夏天吹
空调吹的，我现在动不动就
出大汗。冬天更不用说，一冷
就感冒。

@沧海月明珠有泪：还
是交吧，总比空调好，长时间
开空调，容易得空调病。

@木子朽：关健问题是
执行一户一表啊！一年交
3000元还是1000元没怨言，毕
竟节约能源。为什么不从节
约能源入手，为什么很早就
安装了一户一表，至今却成
为摆设，这里面的小九九谁
能解释？

@冷含：希望可以用多
少交多少，白天家里没人的
时候能关掉，省钱也省能源。

来源：17路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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嬉笑怒骂

名嘴说事

不论是目前实行“放宽政策”
的学校，还是禁用电脑的学校，其
实都没有在帮助学生养成健康的
上网习惯，交出合格的答卷——— 实
行放宽政策的学校，基本的思路是
让他们用去，由此出现因过度使用
电脑而荒废学业者，这导致家长反
对，也给禁用电脑以理由；但简单
的禁用电脑，不顾学生的上网需
求，只是把学生从宿舍上网，赶到
了校外网吧上网，问题还是没有解
决。而这背后暴露出学校指导学生
规划大学生活，培养学生自主管理
能力的不足。

——— 熊丙奇(学者)

“为什么当代中国培养不出大
师、创新型人才？”这是2005年，著
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提出的引起举
国深思的疑问。面对“钱学森之
问”，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思考，特别
政府部门和科研人员应该思考。但
愿经过体制革新和监督，在不久的
将来，中国科学家获得诺奖确实能
够成为常态。

——— 王石川(时评人)

新闻：国庆节期间，北京市朝
阳区来广营乡清河营村的村委会
副主任马林祥，从10月4日到6日为
儿子连摆三天婚宴。其中举行的婚
礼场所，为国家会议中心大宴会
厅。记者探访了解到，三天的婚宴，
酒席共计约250桌，并邀请“刘老根
大舞台”的丫蛋等明星进行演出。
据保守估算，这场婚礼3天的花费，
约在160万以上。(新京报)

点评：别拿村官不当官。

新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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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府早
报)

点评：山寨语录是微阅读时代
产物。

新闻：近日媒体和网友爆料
称，逛遍庐山所有景点需花近1800

元。对此，九江市和庐山有关部门
回应称，庐山风景区内所有门票费
用加在一起“仅为515元”。并称一
些媒体核算方式不准确，把庐山核
心景区外很多不相干的景区景点
门票都计算在内。(新华社)

点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
到处在收费。

新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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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鹤楼公园
管理处近日说，黄金周期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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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
晚报)

点评：多动动脑子，可以化解
很多矛盾。

任红(龙口市)

前几天，我特地请假，陪
同父亲从龙口赶到烟台某大
医院看病，亲身经历了一次

“看病难”。不仅挂号排队如长
龙，候诊区座无虚席站到脚
疼，做检查的过程更让人急得
抓耳挠腮、怒火中烧。一天下
来，医生问诊、开方不过三两
分钟，其他时间全耗在等待检
查中。

CT室门口等待检查的人
摩肩接踵，但电脑大屏幕上的
叫号系统却一两个小时不叫
号，原因何在？急诊病号一个
接一个被推过来，插入检查队
伍。他们生命垂危，先让他们
进入检查理所应当，其他病人
等等也无话可说。然而，偏偏

有些好胳膊好腿的人，在某些
医生的带领下，以急诊名义插
队，自行进入检查，这不免让
其他病人心里不是滋味。

“同样都是病人，我们就
活该等一上午都不叫号吗？推
进去的我们没话说，这走进去
的我们没法接受。”本就心情
不好，加之久等受到不公平待
遇，病人及家属愤怒的情绪被
激发，纷纷找医生抱怨起来。
虽称不上是“医患纠纷”，但也
确实产生争执了。这就是好医
院的现状，想要找个好医生看
病，你就得忍受无休止的等
待。

所谓“看病难”，归根结
底其实是“好医生少”。全国
范围内大大小小的医院并不
在少数，大多数医院的各种

设备既先进又齐全，但就是
没有病人前来就诊，原因只
有一个：医院没有好医生，病
人便无法信任该医院，更无
法将自己的身体健康交给这
样的医院。

医院数量虽多，但对中国
13亿人口来说，医资力量好的
医院却是少之又少，远远满足
不了中国人的看病需求。如此
一来，“看病难”、“没床位”、

“等待检查”便成了就医常态，
不生病还好，一生病可真是愁
煞众人。

为今之计，只有加紧培养
医护人才，切实提高一些中小
型医院的医疗水平，将病人分
流，才能彻底改善“看病难”的
窘境，让病人得到最及时、有
效的医治。

看病难，究竟难在哪？

一家之言

勿把树木

当作健身器材
孙宝庆(芝罘区)

4日清晨，我到白石公园散步，
刚进东门就听见一阵阵悠扬优美
的乐声传入耳畔。循声望去，只见
有集体舞剑的，也有摆动彩绸跳
舞的，有围成圈踢毽的，也有站队
做保健操的，到处是一派生机勃
勃热烈欢乐的景象。

然而，也冒出了与这积极壮
美的场面不协调不合拍的现象：
有的人在草坪上抖空竹，把绿草
践踏得东倒西伏，有的拉着树枝
练拉力，把树枝拉扯得摇摇晃晃，
有的人抓着树枝荡秋千，把树枝
压得咯吱咯吱响。对于这种不讲
公德，不文明的举动。有人不以为
然，认为无所谓，竟至久而久之习
惯成自然。像这类把树木当健身
器材的情景，在市区其他公园或
广场也并不鲜见。

上公园去锻炼，强身健体是
好事，应大力提倡，可也得自觉遵
守公园的管理规定。要讲文明，要
讲公共道德，要保护好公园卫生，
不乱扔垃圾和废弃物。公园是公
众的，爱护公园的花草树木，保护
公园的各种设施，是市民责无旁
贷应尽的责任。只有大家都这样
做，公园里的花草树木才可能生
意盎然，茁壮成长，公园环境才会
变得更加舒适、整洁、美丽。

爱护公园里的花草树木固然
要靠市民的文明行为，园林部门
强化管理，常态化巡查也不可或
缺。

公交站牌

成了广告牌
任平生(芝罘区)

昨天出门坐公交车，事先也
没有查路线，准备到楼下站牌看
看哪一路能达到。谁知道，到了站
牌下，仰头一看傻了眼。本来就不
大的站牌上被结结实实地糊上了
一张“租房信息”，可怜我是一个
站点也看不着，问问旁边等车的
市民，他们也不清楚是否有公交
经过我要去的地方。无奈，只能打
车前往了。

烟台一些老式公交站牌本来
就高，而且字体也小，想看明白就
要费些时间。然而，满大街的小广
告却偏偏看中了站牌这个“风水
宝地”，这小广告一通贴，恨不得
把公交站牌变成广告牌。公交站
牌成了大花脸，市民只能摇头叹
息，伤害的可是咱们烟台的城市
形象。

奉劝那些到处乱贴小广告
的，手下可要留情。随意张贴的小
广告不仅破坏了市民候车环境的
整洁，还影响城市市容观瞻，仅靠
有关机构的管理是不够的。

我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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