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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烟台

话题

姜宁

随着《旅游法》的实施提上
了日程，平日里旅行社之间为抢
夺客源而实施的“低价团”、“价
格战”也将慢慢退出游客们的视
线，导游“带客购物”赚提成将成
为历史。这对长期以来凭借不规
范经营方式揽客的旅行社来讲，
将面临一个转型的考验。(本报今
日C06、07版报道)

十几年前，我去北京旅游的
时候，就已经觉察到了导游的些
许“小动作”，不停地停车买烤
鸭、果脯，到了长城脚下领着逛
纪念品店等。这么多年过去之
后，这些情况只增不减，并且呈
现愈演愈烈的形势。游客跟团旅
行往往会遇到一半的时间用在

进店购物上，并且如果不购物，
导游会恶语伤人。

不可否认，很多年前，一些
旅行社凭借着低价招揽游客，又
凭借着进店购物拿提成，让商家
弥补了这一块团费价差，钻了法
规的空子从而大赚一笔，这源于
旅行社商家当初的迅速变通，认
准了市场。虽然是在制度的空档
期通过灰色通道赚钱，但也不失
拥有一种敏锐的商业嗅觉。

在十多年后的今天，各家旅
行社又要面临着再一次转变。

《旅游法》的出台，并且在下月就
要付诸于实施，新的法规对于低
价团的控制、涨价的可能、回扣
的切除进行着重监管，杜绝以往
那种靠带客购物拿提成养活导
游和旅行社再生。虽然团费贵

了，但游客却能够享受到实实在
在的服务，而且刨除了进店购物
费之后，花费可能也不会比往日
高多少。

跟当初一样，先变者得天
下，但或许各家都不愿意当这
出头鸟。于是，烟台市多家旅行
团都以“最后一次低价”为招牌
吸引着游客的眼球，而在涨价
后的10月却未必有往常那样的
火爆。旅游行业有史以来的最
热9月和最冷10月呼之欲出。旅
行社的算盘打得精细，回扣不
让拿了，正好给了我一个涨价
的机会。

但这种在《旅游法》实施后
的变通绝不仅仅是通过团费涨
价、杜绝回扣来实现的。游客能
够接受合理范围内的涨价，也认

为旅行社不拿回扣是应当的，但
是如果旅行社要在《旅游法》实
施后的大背景下，各家旅行社涨
声一片的氛围中脱颖而出，靠的
是旅行内容和内涵的变通和服
务层级上的提升，除此之外，别
无他法。

不过不可否认，在转型初
期，旅行社肯定会遇到各种各
样的镇痛，但长痛不如短痛。正
如十多年之前，在人们刚刚认
同旅游之初，旅行社靠明里的
低价，暗地的回扣博得了市场
先机，而时至今日，在面临行业
洗牌之际，如何提高服务，搞好
内涵，让游客实实在在的体味
到旅游的魅力和激情才是旅行
社在新一轮洗牌中越众而出的
取胜之道。

我有话说

齐璇(龙口市)

又是一年入园时，作为一名
幼儿教师我想说说我的感受。孩
子们在经历了两个半日的家长
亲子陪读之后，开始了幼儿园的
生活。当孩子们从不同的家庭走
到一起时，所表现出来的状态不
同：有的又哭又闹、有的在默默
流泪、而有的孩子沉浸在幼儿园
好玩的玩具中。为什么孩子们在
入园情绪上会有如此大的区别
呢？笔者认为，除了个别孩子性
格特殊外，家庭教育起到了非常
大的作用。

入园是孩子必然的经历，像
呼吸、吃饭、睡觉、摔倒要爬起、

生病要看医生一样，是很自然的
事。家长真正需要重视的不是孩
子入园有没有哭、有没有吃饱，
而是孩子从出生起的抚养方式，
这决定了孩子将花多少力气去
适应每一次环境转换。

但是纵观现在的家庭教育，
实在令人忧虑：大多数年轻的父
母以工作忙为借口，将孩子完全
托付给老人。而大多数的老人更
多关注的是孩子的吃、穿、睡。
过分的溺爱养成孩子衣来伸手
饭来张口的习惯，同时老人很少
与孩子沟通和交流，不注重孩子
良好生活习惯的养成教育。以致
造成现在的孩子入园后不会用
杯子喝水、不会告诉老师要上厕

所、不会和小伙伴共同玩耍、不
会自己吃饭……更有甚者，有的
孩子第一天上幼儿园竟然带着
奶瓶，这样的教养方式势必造成
孩子难以适应幼儿园的集体生
活。

孩子虽然小，但他们也是社
会的一份子，不管家庭如何呵
护，他们也终将要走上社会融入
到集体生活中。家庭教育是孩子
一生中最为重要的启蒙教育，上
幼儿园也是一条漫长的路，教养
健康、独立、坚强、有趣的孩子，
没有捷径、没有终点，却充满奇
迹、充满发现。真诚希望家长能
够科学、理性地引导孩子成长，
为孩子的一生奠定良好的基础。

从孩子入园表现看家庭教育

小孩不成器是该怨家长吗？

我来抛砖

@小万嫂嫂：我那有个小孩，一点苦都不能
吃，明明他自己不对，还老找别人的原因，谁都懒
得搭理他。你们说，这孩子不成器是家长的教育
方式和沟通方式有问题，或者他家长把他惯的，
还是他自己不求上进？

@冷凝雪：无任何疑
问，绝对且保证是家长的
原因。

@网友：一个巴掌拍
不响，各打五十大板。

@齁咸：家长负绝大
部分责任。

@wwlcn：主要是家
长的教育问题，李天一就
是个例子。

@jintao0702：家长太拿
孩子当回事了不好，当然
不当回事更不好。什么样

的家长，什么样的家教。
@春晓000：现在的

孩子，四位老人供着，两
位大人养着，娇气着呢！
所以，我的孩子一出生会
听懂人说话的时候，我就
要告诉他一些事理。不要
一味宠孩子，要学会跟他
们沟通，并且最重要的是
以身作则。

@简单其实很难：4+
2+1模式，会让这样的孩
子越来越多。

@haol imei002：家长
有原因，自己也不怎么成
才吧。

@网友：个人是怎么
个样，可能一早也就注定
了。

@美丽l ife：两方面都
有原因，主要是惯的毛
病。

@松木在：父母是孩
子的第一任老师，上梁不
正下梁歪。

来源：烟台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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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士下乡以身作则
吕富苓(莱州市)

84岁的束怀瑞院士到栖霞
为苹果树问诊，提出“解决苹果
树老龄化及良苗供应的问题”。
老院士躬耕果园，从果农的迫
切需要出发，提出问题、研究问
题，以求达到解决问题。院士的
这种接地气的研究精神，把果
园当成试验田，和长年累月把
苹果树当成孩子伺候的果农一
起商讨，这种实地考察，认真研
究，不怕丢面子的做法，才是真
正的科学态度，是人民的好院
士！

中国现在有很多副教授职
称以上的人，且年龄都不太大，

如果每人在自己的专业领域研
究一个实际问题，能取得成果，
那会大大加快祖国现代化的进
程。

遗憾的是，有的人不择手
段地抢占职称，学历造假、论文
造假，不学无术，疏于学习，更
懒于研究有益的课题；就是压
抑别人、抬高自己、拉帮结派、
找关系走后门有本事，把整个
科技队伍给搅浑了。

84岁的院士下乡深入实际，
烟台今年苹果的长势了如指
掌，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办法。在
农民关键时刻能解难答疑，做
农民的靠山，是一位名副其实
的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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