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杭州
听取西湖周边会所整治情况汇报时
指出，“公共资源不能为少数人垄断
享用，更不能搞不正之风，败坏社会
风气。”据媒体报道，去年以来，杭州
陆续关停西湖周边30家会所，实现了
还湖于民、还园于民、还景于民。其
实，无论这些会所之前怎样低调，毕
竟都是有形可见的，把这些公共资源
还给民众，难度并不大。现在，更应该
注意的是如何防止一些无形的公共
资源被少数人窃取。

十八大以来，“会所中的歪风”一

直是反腐重拳的打击目标。像万庆良
这种把公共资源变成私人会所的官
员也相继落马。各地官员已经逐渐明
白，在会所中“钻空子”“耍花招”的空
间已经越来越小，与其冒风险，不如
顺势而为。所以，不独杭州，各地整治
会所都称得上颇有成效，一些名人故
居、公园景点又“重新回到了人民的怀
抱”。这些已经被少数人独吞的公共资
源之所以还能被吐出来，是因为这些
东西实在不好消化。无论怎样乔装，公
共场所长时间拒民众于门外，终究会
暴露问题。会所整顿能取得这么大的
效果，固然是上下合力的结果，但也
要看到会所本身的特殊性也决定了
它在反腐和反四风中无路可逃。

在一些官员被逼出会所之后，有
必要再追问一句，还有多少看不见的

公共资源仍然被少数人垄断。以公众
最为关注的高等教育为例，虽然目前
的考试形式饱受诟病，但是这种招生
制度大体上还是公平的。让人无法接
受的是，打着改革旗号的自主招生
和“保送生”反而成了少数人破坏
考试公平的突破口。有报道称，南
方某高校十年来招录的“保送生”
绝大多数为厅局级官员的子女，而
不能保送名校的官员子女还可以
借转学的机会暗度陈仓，更有甚者
一些官员连“高招扶贫”的名额都算
计上了。在资源稀缺的医疗卫生领
域，也有少数人凭借权力独占“特供
病房”。一片湖景或者一处园林被窃
取，公众或许只会感到心里添堵，而
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的丧失却足以
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和生死。

“多吃多占”可以算是人性的劣
根，反对侵占公共资源靠道德自律通
常是靠不住的，在伸手即得的利益面
前，无论什么人都很难经受住考验。
公共资源之所以被少数人独占，关键
在于掌控这些资源的权力不受公众
的监督和约束。而权力侵占公共资源
的行为几乎都是“暗箱操作”。要真正
把那些被窃取的无形的公共资源还
给民众，就必须把这些资源以及掌控
这些资源的权力公之于众，让民众明
明白白。如果不是一些官员的负面新
闻被曝光，很多人其实根本不知道研
究生转学这条渠道。如果公共资源和
权力运行都能被晒在阳光下，那么任
何动用公权力窃取公共资源的人都
将成为“秃子头上的虱子”。不作不
死，若作必死。

还有多少看不见的公共资源被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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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侵占公共资源的行为几乎都是“暗箱操作”。如果公共资源和权力运行都能被晒在阳光下，那么任何动
用公权力窃取公共资源的人都将成为“秃子头上的虱子”。不作不死，若作必死。

胜诉都没用

如何让人信法

□吴元中

据《齐鲁晚报》报道，章丘“的哥”孙
启峰早先是开出租车的老个体，2007年
运营手续到期后再向交通局申请延期时
被拒，遂两次将交通局告上法庭。章丘市
法院两次都判决他胜诉，但交通局光玩
文字游戏，一直不给他办理延期手续。

第一次判决虽非明确判令被告为原
告办理延期手续，但判决认为，原告主张
理由正当，本院予以支持，这显然是让被
告为原告办理延期手续。可以说，交通局
的行为不仅仅是对申请人的刁难，也是
违反行政诉讼法的，而且其一而再地违
反判决要求，与法院“捉迷藏”，充分显示
了权力的任性。

本来，随着法治进程的深入，党和政
府一方面要求权力守法，另一-方面号
召民众培养起法律意识，养成遇事依法
解决问题的习惯。然而，像该事件这样，
政府部门自己失信于民且不敬畏法律不
说，申请人依法进行维权，两次打官司胜
诉却都没有用。通过法律途径根本维护
不了自己的正当权利，还如何让人信法？
该事件的发生应当引发相关方面深思，
到底该如何克服权力任性和有效维护判
决权威。否则，要求人们依法行事却在现
实生活中走不通，要求人们树立法律信
仰而实际上却是权大于法，法治就成了
空头支票。（作者为法律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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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公民论坛

公布“信得过景区”，意在破除“门票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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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评论员观察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王德刚

近日，国家旅游局发布通
告，向社会公布了首批1 8 0 1家

“全国旅游价格信得过景区”名
单。这是自2015年3月以来，国家
旅游局为进一步深化景区门票
价格管理改革工作，在全国景区
行业启动的为期三年的创建“全
国旅游价格信得过景区”活动的
首次信息发布。该项活动是针对
景区一票制、价格无欺诈、特殊
人群优惠、预约优惠、公布价格
构成、三年不涨价六项社会关注
的焦点问题展开的，景区则本着

“自愿、透明”的原则参与价格诚
信创建活动，并针对上述六项内
容做出承诺。国家旅游局今后将
长期持续对景区的价格诚信创
建活动进行动态管理，活动的目
的是进一步规范景区门票的定
价和调价，建立景区的自我约束
和经营诚信机制。

长期以来，景区门票居高不
下和任性定价、调价问题一直被
游客和社会所诟病，我们几乎年
年都能够听到关于景区涨价的
新闻。但奇怪的是，虽然景区的
每一次涨价都是人人喊打，媒体

口诛笔伐，却都没能挡住景区涨
价的脚步，甚至很多景区总是卡
着两次价格调整时间不低于三
年的政策规定边沿，时间一到就
立即再涨，而景区的涨价行为也
总是在社会的一片反对声中屡
屡获批。

客观原因虽然很多，但景区
的价格管理机制存在问题肯定
是最重要的原因。在传统的价格
管理体制中，旅游主管部门对行
业内的产品价格缺乏实际的监
管权力，产品的定价、调价管理
权归物价管理部门，旅游主管部
门对景区价格基本无权过问，最
多只是作为听证会的参加者，这
使得旅游业内部关联产品之间
缺乏价格的调控与平衡机制，而
景区作为旅游产业链上的前段
产品对旅游目的地的总体价格
影响很大，同时也会影响游客对
旅游目的地的选择。这就要求旅
游主管部门能够创新管理机制，
用新的理念、新的方法来延伸管
理，对旅游产品的价格、特别是
对景区门票价格进行有效调控。

国家旅游局这次推行的创
建“全国旅游价格信得过景区”
活动，本身就是要通过行业主
管部门对企业经营行为的引
导、对整个行业和旅游消费市
场的影响，来引导景区企业参

与创建活动。即以“自愿”的原
则让景区企业自行选择、主动
承诺、自我约束；以“透明”的原
则将“旅游价格信得过景区”公
布于世、树立口碑、影响市场；
以动态管理的方法将“信得过”
活动持久进行，“新增”和“清
退”常态化，最终建立合理的景
区门票价格体系和“信得过”的
景区经营诚信体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
规定，利用公共资源建设的景
区门票实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
指导价，严格控制价格上涨。旅
游行业主管部门根据法律规
定，用市场化手段对景区的门
票价格进行有效干预，使景区
门票的价格不再任性增长是一
种积极作为；而从旅游业的发
展规律来看，景区经营也要从
旅游发展初期的“门票依赖”逐
步走向综合服务的商业模式来
实现产业升级。希望旅游主管
部门开展的“全国旅游价格信
得过景区”创建活动真正能够
对我国景区价格的长期任性行
为产生实际的制约和引导作
用。（作者为山东大学管理学院
旅游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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