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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媒体报道，云南省将加快组
建旅游警察总队及地州市旅游警察
支队，也将是我国首个全面设立旅
游警察的省份。国家旅游局有关负
责人认为，设立特殊职责的“旅游警
察”，是借鉴国际经验的探索和尝
试。且不说国际上究竟有多少国家
有“旅游警察”，是否值得借鉴，如果
行政部门动辄“有困难找警察”，又
怎么提高自身的行政效能？

不可否认，当前旅游市场问题
重重，很多都是长期存在而得不到
解决的顽疾，近期发生的“青岛虾”
事件和内地游客在香港因为购物纠

纷被殴身亡事件，更是集中凸显了
旅游行业的乱象。根据政府职能和
机构设置，各级旅游主管部门应该
承担规范旅游市场秩序、监督管理
服务质量、维护旅游消费者和经营
者合法权益的责任。旅游法也赋予
了旅游主管部门对旅游市场实施监
督管理的权力。

有责有权的旅游主管部门为什
么喜欢找“旅游警察”解决问题？显然
是看中了警察处理纠纷时的“短平
快”。根据旅游法的规定，旅游市场的
纠纷一般有四种处理方式：双方协
商；向消费者协会、旅游投诉受理机
构或者有关调解组织申请调解；根据
与旅游经营者达成的仲裁协议提请
仲裁机构仲裁；向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因为乱象丛生而倍感压力的旅游
主管部门，大概更愿意用猛药去疴。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警察有行政处置
权、行政强制权、行政处罚权、紧急状
态处置权、刑事执法权等，这是其他
职能部门所没有的。如果再发生类似

“青岛虾”事件的纠纷，游客直接向
“旅游警察”报警，警方就无须再踢皮
球给旅游、工商等部门。

因为利益分化，而社会转型尚未
完成，当前正处于社会矛盾多发期，
面对错综复杂的矛盾，“有困难找警
察”逐渐成为一些行政部门的路径依
赖。比如某地发生了环保执法人员被
殴打事件，之后的环保执法就出现了
警察的身影，在此之前很多地方已经
设置了有公安编制的“环保警察”、

“食药警察”。似乎没了警察的配合，
一些职能部门就不知道怎么工作了，
遇到问题也不知道该向谁求助了。因
为城管工作不好干，一些地方让警察

到城管部门任职，使城管警察化，现
在在其他部门也有了这样的趋势。

政府监管市场，遇到各种问题
也是难免的，处理纠纷首先应该是找
法而不是找人。遇到旅游市场的纠
纷，就应该按照旅游法规定的程序解
决问题，并从根源上去规范市场秩
序，如果总想着把责任推给“旅游警
察”，其实也有懒政的嫌疑。即便没有

“旅游警察”，警察对旅游市场上的一
些纠纷也有法定的责任，有了“旅游
警察”，警察也不可能把旅游主管部
门眼里的“脏活”“累活”全包了。现
在，我们正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但
是一些部门对依法行政的理解还是
有些偏颇，总以为有警察出面才叫依
法行政，“迷恋”上了警察的权力。实
际上，真正的法治社会应该是法律被
全民信仰，而不是警察被不断扩权。

要信仰法律，不要“迷恋”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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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速降费”惹众怒

执行中必有偏差

□侯坤

为何如此多的用户反映流量消
耗快，如果不是运营商内部计量失准
问题，那么真实原因又何在？尽管用
户们很难拿出有效证据证明其间存
在“猫腻”，但无论如何运营商都有必
要解释澄清，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

运营商有必要通过实际调查访
问典型用户，找出流量消耗过快的
真正原因，以此进一步破解流量流失
谜题。如果能通过对典型案例的调查
分析，总结出不同类型用户流量消耗
过快的具体原因，既是给了广大用
户一个合理的交代，同时也可以间
接证明自身流量计量的准确性。

总之，如果一项惠民政策非但

不能使民众满意，反而激起了不满
情绪，毫无疑问是在政策具体执行
当中出现了偏差或漏洞。对此，运营
商理应查明真相，化解民众心中的
层层疑问。否则，一旦质疑之声蔓
延，更会连累主导这一举措的政府
丧失公信力。

用户有权用脚投票

谁还敢“偷流量”

□徐剑锋

手机流量计算既复杂又不透
明，面对运营商的“权威”解释，大多
数消费者在维权上往往处于弱势，
只能被动地挨宰。追根溯源，一方
面，独断专营的模式养成了运营商
高高在上的欺客习惯；另一方面，由
于虚拟上网服务管理的法律缺位、

职能部门的日常监管缺力，助长了
运营商的底气。

让手机流量跑得更精准，不得
不又提到那个词：引入竞争、打破垄
断。当下而言，我们不仅要关注微观
电信市场上的种种流量套餐与上网
服务，更要从宏观视角加快电信运
营市场化的改革步伐。只有敢于打
破垄断，加快形成更为充分的竞争
格局，才能使消费者与运营商充分
而公平地博弈，而不是任由运营商

“挟垄断以自威”。
手机“偷跑”流量不能成为一笔

糊涂账，既需要运营商拿出详实的
数据“自证清白”，又要从电信运营
体制改革入手，让消费者真正拥有

“用脚投票”的权利。如此做到位了，
还会怕运营商玩挖陷阱的把戏吗？

葛公民论坛

葛评论员观察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三大电信运营商自
10月1日推出“流量不清
零”政策已有20多天，但
消费者似乎并不“买账”。
反倒是，有一些消费者在
社交媒体中“吐槽”流量
消耗速度太快——— 比较
有代表性的反馈是“以前
到月底还有流量，现在到
月中流量已经用完”，或
是“在家和单位都连接无
线网络，一天时间却用了
近550MB的流量”。（10月
26日央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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