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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途反思

申遗保护性投入

部分流向政府

“打包涨价”的广东丹霞山景区
是今年以来门票涨价潮中颇为突出
的一个。未涨价前，丹霞核心景区、卧
龙冈森林生态科考线和巴寨三大收
费景区分别售票，其中丹霞核心景区
平日１００元／人次、节假日１２０元／人
次，卧龙冈景区门票价格６０元／人
次。涨价后，打包在一起的丹霞和卧
龙冈景区门票统一提高到２００元／人
次，原本最多花１２０元就能游玩的丹
霞景区的“门槛”被提到２００元。

丹霞山景区运营方回应称，涨价源
于成本上升。其中，景区保护性投入、环
境整治等刚性支出上涨，新造景区连年
亏损，以及巨大的宣传费用都是景区

“被涨价”的重要原因。然而记者发现，
三大涨价逻辑其实站不住脚。

财政不够，门票补。“为申报世界

自然遗产及创建国家５Ａ级旅游区，
累计投入１．５亿元。”丹霞山旅游投资
经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彬说，目
前，除省、市补贴４５００万元，其余资金
由景区向银行贷款融资解决，每年需
要向银行偿还千万元以上的贷款本
息。如２０１２年偿还本息２８３２．４６万元，
仅利息就达８８２．４６万元。

自丹霞山景区２０１０年成功申遗后，
景区的保护性投入日渐增加，其中相当
一部分其实流向了当地政府。比如，丹
霞山向仁化县政府上缴的资源有偿使
用费、地质遗迹使用费，从２０１０年至
２０１２年共计７００２．４万元。

新景区亏钱，旧景区补。张文彬介
绍，丹霞山景区近年来新规划建设了巴
寨景区和卧龙冈森林生态科考线路，但
巴寨和卧龙冈景区都在亏损运营。丹霞
核心景区本身是赚钱的，赚钱景区和亏
钱景区被“打包”涨价。景区开发失策，
竟让消费者掏腰包。

巨额宣传投入，消费者补。资料

显示，自２０１０年成功申遗后，共投入
１５５１万元宣传经费。按照这份报告上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１９５万左右的累积旅游
人次计算，每位游客为这些昂贵的广
告买单近８元。

不少景区

“统一打包价”涨门票

近年来，将涨价原因归结于“成本
说”的景区并不少，其背后的涨价逻辑
也与丹霞山相似。

广东省社科院旅游研究所所长庄
伟光指出，《国民旅游休闲纲要》已明确
要求，稳定城市休闲公园等游览景区、
景点门票价格，并逐步实行低票价，部
分景区动辄涨价的做法显然不合理。在
旅游散客化趋势愈加明显的今天，景区
破除对“门票经济”的依赖势在必行。这
里面不仅需要引入长效的监督机制，规
范不合理收费，还需要地方政府转变思
维，变“小旅游”为“大旅游”。据新华社

丹霞山门票成本清单曝“三大涨价怪论”

景景区区开开发发失失策策
竟竟让让游游客客买买单单

近期门票大幅调涨的丹霞山在国庆期间遭遇网友大量质疑。景区方对此回应称，
涨价源于成本提升。然而，记者调查了丹霞山景区成本清单后发现，其背后存在财政不
够门票补、新景区亏钱旧景区补、巨额宣传投入消费者补的三大怪异涨价逻辑。

4日，众多游客来到位于
安徽省安庆市潜山县境内的
天柱山游览参观，百步云梯
被挤得满满当当。

新华社发

人满云梯

本报评论员 吴金彪

这个国庆假期，游客吐槽与景区反吐槽成为
一景。“天涯海角几块巨石都是有历史的”、“这么
好的地方留不住你”这样的“神回复”给国庆长假
增添了几分欢乐。

互联网时代，游客发几句牢骚，吐槽几句再正
常不过，景区管理者大可不必揪着游客的个别字
句“较真”。没有人否认天涯海角的巨石有历史，也
没有人说凤凰古城不是个好地方。不过好地方、好
景观还需要有好的配套服务，如果天天拉着脸子
圈地收费，自然不会讨人喜欢。对于游客来说，旅
游纯属个人体验，讲究的是感觉。地方美，还要有
人性化的服务才叫真好。没有舒适的体验，在到处
人挤人的黄金周里，只剩下“看人”、“被当风景”，
岂有快乐可言？吐槽在所难免。

游客吐槽之所以能在网上广泛传播，除了手
机上网普及、自媒体日益发达的原因之外，更多的
是吐槽者说出了很多游客的共同感受。“登上长城
才发现全是人，长城不见了”、“不是不想留下，是
住不起”、“三素一荤300元，被宰醉了”、“在厦门买
的东西，回到北京才发现地摊上全都有”，这些其
实都反映了现阶段我国旅游业和景区管理的粗放
和不规范。从这个意义上说，网友吐槽客观上有利
于景区发现不足、解决问题。所以遭遇吐糟的景
区，不妨仔细对照一下，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提高
景区的管理和服务水平。

针对网友吐槽，一些景区大动干戈“回应”，可
能也有博取眼球和宣传的需要，但是在信息相对
对称的互联网时代，景区管理者应该明白，光靠打
嘴仗是留不住游客的。景区的口碑需要平时的积
累，不是一句“石头有没有历史”就能引来游客的，
与其“王婆卖瓜”再遭吐槽，不如居安思危，打造自
身特色，扎扎实实做好服务，毕竟景区的发展不能
总靠不在乎回头客的黄金周。

假日天天评

景区打嘴仗反吐槽
留不住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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