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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

“黄金周”已到非变不可的临界点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一个超长的“黄金周”结
束了，很多旅途归来的人不
禁要长舒一口气，因为假期
中所见所闻的各种不愉快、
不划算、不安全，让每一个平
安回家的人都体会到了“黄
金周”的沉重。

据统计，今年“黄金周”
总计约7 . 4亿人次出行，这个
创纪录的数字可谓“让人欢
喜让人忧”。如果只算“假日
经济”的账，“黄金周”确实让

一些部门赚得盆满钵满。但
是，换个角度再看“黄金周”，
公众完全能够感受到这份成
绩背后的成本同样是高昂
的，甚至很难用简单的数字
来衡量。随着客流量的井喷，
各种矛盾在假期中爆发，旅
途中的各种“宰客”行为、景
区随处可见的垃圾、高速公
路上触目惊心的事故，都为
这个繁华的“黄金周”蒙上了
阴影。现在，的确有必要再去
回望和审视“黄金周”。

“黄金周”长假制度始于
1999年，并且很快显示出了拉
动内需的作用，1999年国庆第
一个黄金周，全国出游人数

就达到2800万人次，旅游综合
收入141亿元。随着公众旅游
意识的提高，旅游产业对经济
的带动作用也越来越明显，但
是因为旅游资源的稀缺和有
限，公众开始逐渐感受到“黄金
周”出行和旅游的种种不便。
今年“黄金周”凸显的种种矛
盾，在往年也不是没有，只不
过今年来得似乎更为集中和
猛烈。把今年的“黄金周”称
为一个临界点并不为过。

与往年相比，今年的“黄
金周”确有一些特殊，比如高
速公路实行了小客车免费，
一些景点的门票价格出现回
落，但“黄金周”的巨变还有

其更大的时代背景。自“黄金
周”长假制度施行以来，公众
的生活方式已经有了巨大的
改变。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
私人汽车保有量达到8613万
辆，而2001年这个数据才不过
771万辆；按照平均汇率折算，
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
2002年的1135美元上升至2011

年的5432美元。这些数据的变
化，意味着中国人在旅游休
闲方面有了更多的便利和资
本。如果说十年前确实需要
以长假制度把中国人从家庭
中引导出来，拉动经济增长，
那么今天更应该思考的则是
如何疏导持续增长的人潮，

提高对国民的公共服务水
平，以保持社会的稳定有序。

对于这种不断蓄积的压
力，有关部门早在几年前就
有所觉察，之所以在2008年取
消五一“黄金周”，也是想把更
多人的出行分散到其他节假日
中。但如果秉持“假日经济”的
固有思维不变，只做“朝三暮
四”的调整，就很难有明显改
观。面对人山人海的“黄金周”，
管理部门更应该思考的是如
何改变传统观念，不能只算
旅游、交通等产业收入，更要
算公众为此付出的其他成
本。如果公众花了更多的钱，
得到的却是更低劣的服务，

甚至为此付出重大伤亡，这
样的产业做得再大也失去了
本来的意义。

走到第14个年头的“黄金
周”已经算不上新鲜事物，但对
有关部门而言，必须从新的角
度看待“黄金周”，深刻认识到
传统的“假日经济”模式已经
走到了极限，单纯地把“黄金
周”当做刺激经济的源泉，也
可能会竭泽而渔，现在更需
要用新的思维方式解决集中
出现的问题，公共部门首先要
提高服务水平，做好假期的各
种预案和预警，让公共资源造
福公众，把“黄金周”真正变成
提高国民福利的“黄金”。

走到第14个年头的“黄金周”已经算不上新鲜事物，但对有关部门而言，必须从新的角度看待“黄金周”，深刻认识到传统的““假日经
济”模式已经走到了极限。

□范子军

5日下午，陕西省华阴
市公安局在其官方微博及
网站上公布“华山游客被
伤一案告破”。当晚，受伤
游客董立文发微博称，警
方公告中的说法与自己的
经历严重不符，自己没看
到过两名嫌犯的照片，不
知道他们是不是伤害自己
的人。( 1 0月 7日《北京晨
报》)

华山景区两名游客被
刺案，当地官方对于犯罪
嫌疑人身份的说法前后不
一，特别是与当事游客指
认严重相左，引发各界广
泛关注。众目睽睽之下，公

正、客观地彻查真相，慎
重、严谨地处置这起公共
事件，才是应有的姿态。可
当地警方宣布案件告破并
抓获两名嫌犯时，连让受
害人指认嫌犯的环节都

“忽略”了，这样的“工作失
误”委实叫人难以置信，既
然“没来得及让受害者对
嫌疑人进行辨认”，为何匆
忙公布“真相”？又拿什么
让人相信“两名嫌疑人准
确无误”？

新华网去年8月报道，
华山景区投资1900万元构
建数字化系统，其中包括
购置119个可360度旋转的
摄像头，以确保景区旅游
安全。“届时，景区内的游

客情况将在游客中心的监
控屏幕上一览无余。”到底
谁是行凶者，调取监控录
像就可一目了然。然而，尽
管警方表示“之所以确定
嫌疑人，除了调查走访外，
还调取了监控录像”，却并
未公布监控录像打消大家
的疑问，景区方面则干脆
说现场没有摄像头。

这摄像头到底是有还
是没有？看来，要让受害者
和公众释疑，只有让119个
摄像头“说话”了。否则，一
味想方设法捂盖子、搪塞
责任，甚至睁着眼睛说瞎
话，拿什么彰显法治威严、
维护地方形象？今后谁还
敢再游华山！

华山游客被刺案要让摄像头“说话”

“门票降了，

收入反增”的启示

今年湖北6家5A景区全部
降价，成为全国景区门票降价
幅度最大的省份。从湖北省旅
游局 2日发布的数据中可看
到，六大顶级景区的旅游收入
不降反涨，涨幅最大的景区，
收入接近去年 1 0月 1日的四
倍。门票价格下降，收入不降
反增，对其他景区乃至其他行
业都是一个提醒。一味追求高
票价，并不明智，高明的经商
之道在于，要吸引住消费者，
必先赢得消费者的欢心，消费
者被吸引了，愿意消费，才能
实现双赢乃至多赢。(据《广州
日报》，作者：秦淮川)

西湖“限客”比“免费”

更具标本意义

正因为是免费，西湖才执
行了限客预警制度；也正因为
实行了限客，西湖才有底气和
能力向游客提供更多的免费
服务。由于免费，游客曾经让
整个西湖风景区不堪重负、交
通瘫痪，因而在西湖被列入世
界遗产名录之后，便立刻发出
了限客令，控制景区游人数量
和车辆。从这个黄金周的运行
情况来看，几乎所有的收费景
区都突破了安全底线，这无疑
是个危险信号。如此背景之
下，我们期望景区都像西湖一
样免费，显然是行不通的。也
就是说，西湖“限客”比“免费”

更具标本意义。(据《南方都市
报》，作者：汪昌莲)

拿什么面对彝良

18名遇难小学生

10月5日，彝良县龙海乡
山体滑坡最后一名被掩埋人
员遗体找到，18名小学生及1

名村民确认全部遇难。在这个
“双节”假期当中，那些遇难的
孩子们也牵动着国人的心肠。
大家希望看到，当地不应是辩
解或表白，也不只是悲戚与哀
悼，更应当是一种真正的承
担、警醒与反思。(据《新京
报》，作者：杨耕身)

□李记

7日上午9时，河南省
交通厅召开关于黄河公路
大桥免费的新闻发布会：
从8日零时起，郑州黄河大
桥将终止收费，永久免费。
同时，河南省交通厅等部
门将对通过郑州黄河公路
大桥的3轴以上(含3轴)大
型载货车辆实行分流绕道
行驶。（本报今日A11版）

郑州黄河大桥终止收
费永久免费，可以说是“千
呼万唤始出来”。2008年国
家审计署的审计结果就显
示：总投资1 . 78亿元的郑
州黄河公路大桥，1996年
已经全部还清贷款，违规
收费14 . 5亿元。尽管免费
迟到了很多年，也没有公

开违规收费的使用去向，
但免费最终的到来还是给
人以欣喜。

按照此前河南省政协
委员张朝祥的说法，河南
当地相关部门对郑州黄
河大桥免费的顾忌，曾
来自两方面：一是怕影
响收益，另外是怕取消
收费出现连锁反应。随
着免费的最终落地，由此
引发的连锁效应，注定是
无法避免的了。

最为简单的连锁效应
就是，在河南、在全国，像
郑州黄河大桥一样，“超期
服役”的路桥，绝不是一条
两条。在郑州黄河大桥终
止收费永久免费之后，是
否会有更多的地方政府，
肯站在民生利益的角度，

将有更多这样的路桥免
费？无疑，这值得期待。因
为根据此前媒体的报道，
在多部委开展的为期一年
的收费公路违规及不合理
收费专项清理结束后，停
止收费的高速公路目前仍
屈指可数。

当然说到底，在没有
刚性规范作为约束的情况
下，考虑到“收费站成了某
些地方政府提款机”的事
实，清理公路收费的博弈
还会在一段时间内存在，
郑州黄河大桥永久免费能
否引发连锁效应，还需继
续观望。将收费公路逐步
免费起来，烦请相关方面
少一些无谓的担心，多一
些为民生利益谋福祉的从
容。

事件观

期待郑州黄河大桥免费别成孤本

■本版投稿信箱：

qilupinglun@sina.com

□王昱

某地方卫视在京启动
的“寻找当代孟母”活动，6

日召开颁奖大会，女航天
员刘洋的母亲等十人获得

“当代孟母”的称号。此举
引来了广泛的争议，面对
质疑，活动主办方老调重
弹，声称这是弘扬传统文
化。

一个地方电视台拉到
几家企业的资助，千里迢
迢跑到北京去，请一批当
红学者，甚至官员、商贾当
评委，在短短两个月之内，
找到“当代孟母”，而且一
找就找了十个。如果这种
行为算弘扬传统文化的
话，那我们的传统文化未

免也太廉价了。
每种文化都有一些不

可轻动的名讳，儒家(主办
方号称所要弘扬的中国传
统文化)尤其注重这一点。
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
后汉学者孔融，学识位列
建安七子之首，不过是接
受了个“仲尼不死”的称
号，就被以大不敬之罪论
处。“孟母”这个称呼，包含
了何等深厚的意义，怎么
能随便拿来许人？

再者，孟母之所以被
传统中国社会所推崇，当
然有被广为宣传的“教子
有方”的原因，但比这个更
重要的原因，是她“在家从
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
的礼制观念。说得更彻底

些，她的“教子有方”也不
过是这个观念的附属品和
外在表现。如此囫囵吞枣
地将“孟母”的称号扣在现
代公民的头上，不仅是有
欠考虑的，更易对公众观
念造成误导。

此次评选，前有企业
冠名资助，后有著名歌星
主持人捧场，电视台赚足
了眼球，赞助商做足了广
告，明明是一场彻头彻尾
的商业行为，却非要说自
己是弘扬什么传统文化，
实在让人有些哭笑不得。
拿“孟母”这样的名号为一
己之私利进行炒作，不仅
不是弘扬传统文化，反而
表现出参与者对传统文化
的不理解和不尊重。

“孟母”称号别扣在现代公民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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