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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百个景区卖同样特产
根在“门票依赖症”
□王军荣

国庆假期，各大景区迎来旅游

商品购物潮。这些商品本应有极

强的地方特色，然而不少游客却发

现，一样的竹雕、一样的小木刀、一

样的木梳……千百个景区都在卖

同样的“地方特产”，旅游商品同质

化现象严重，让人提不起购买欲

望。（10月7日《人民日报》）
一块绣了几朵花的手帕，在南

京、苏州叫“苏绣”，到了四川叫“蜀

绣”，到了江西成了“赣绣”，花样都

相同，就是名字不一样。而这些手

帕恐怕都出自义乌，网友更是一针

见血——“到景区买商品还不如去

义乌，那里应有尽有。”

旅游商品创出特色，并不难做

到。只要景区结合自身特点，借助

各大高校、科研机构的力量，也可

以将自身独有的文化符号授权给相应的公司，形成完善的产业链，创造出无法复制的资源

基因，更重要的是，独特的旅游商品商机无限，完全可以成为一个“旅游经济增长点”。

有专家认为，旅游产品结构比较单一，产业链太短，是造成门票无法退出历史舞台的主

要原因。在我看来，这恰恰相反，是因为过于依赖门票经济，才会出现旅游产品结构比较单

一，才会出现千百个景区卖同样特产。如果能够倒逼景区门票降价，让景区完全抛弃门票

依赖，痛定思痛，景区才会华丽转身，才会打造出具有自身特色的旅游商品，否则，旅游商品

仍然在“重复”和“山寨”中忽悠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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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格里之“痛”
必须让相关责任人来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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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6日上午，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巴特尔主持召开主席办公会议，

研究腾格里工业园区环境污染问题整治工作，听取关于环境保护、节能减排和安全生产专

项督查工作情况的汇报，安排部署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工作。

内蒙古的这个环境污染问题整治工作会议，其有一个前提，即内蒙古阿拉善盟腾格里

工业园区的环境污染问题，引起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专门对

此作出重要批示。（10月4日、7日新华网）
乍一看，中央和总书记一批示，地方立即召开相关会议给予落实。这确实是工作积极、

认真、负责的表现。但我们将腾格里的相关环境污染的“镜头”往前移一移，恐怕就有些乐

观不起来了！

早在2013年初，就有群众不断反映腾格里工业园区的环境污染问题，到当年3月22日，

央视就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曝光，当地也曾开展相关调查工作，但先后传入公众耳朵的，有

“还没有发现‘将污水排入沙漠’的情况”，有“经核查，未发现环境污染问题”，甚至还有将污

染物排放池称作“系高盐水蒸发池”的说辞！

如今惊动了中央，惊动了总书记，终于瞒不住，也捂不住了，于是处理了几个责任人，开

会紧急落实批示！这就足够了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至少，我们还有很多问题要问明

白：一是污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相关企业排污有没有得到环保等政府部门的批准？谁

批准的？二是当地相关管理部门，难道真的对污染问题毫不知情，直到央视报道了才恍然

大悟，直到总书记批示了，才想到了重视？三是排污企业与当地相关政府部门之间，有没有

什么裙带关系？四是类似的污染问题，在当地、在内蒙、在全国范围内，还有多少？

不难看到的是，腾格里的环境污染问题，存在不是一天两天了，但当地相关管理部门，

非得等到民怨四起了才重视，非得等到媒体曝光了才处理，甚至如果总书记没有批示，相关

污染问题还是会继续存在下去的……

腾格里之“痛”，痛的是沙漠成了排污企业的污水“世外桃源”，痛的是地表被污染，空气

被污染，更是地下水受威胁。但其更让我们觉得痛的是，一些地方对待污染问题的态度，不

曝光、不批示就不重视的管理者心态。对此，我们要尽快将污染问题解决了，将环境治理

好，但更要严厉问责相关责任人，让其感受到腾格里之“痛”、环境之“痛”、人民之“痛”！

□北 方

那英谈好声音导师：当十季导师就成“倪萍”了
昨晚，浙江卫视《中国好声音》年度盛典即总决赛在北京首都体育馆进行现场直播。

记者在赛前发布会现场采访了总导演、导师以及四强学员，他们与记者分享了自己的

赛前心情以及备战幕后。针对媒体提出还会继续做多久的导师，“三朝元老”那英打趣道：

“有人说要我连续做十季，那我就成倪萍了。”

昔日队友批亚运女排队员:“你就是靠你老爸上位”
仁川亚运会已落下帷幕，但是关于“三大球零金”平历史最差的争论却远没有结束。中

国女排二队在决赛中以0：3被韩国血洗丢冠，昔日希望之星王硕针对自由人王茜的难堪表

现，微博吐槽，正因为她是前国家女排主帅王宝泉的女儿，才上演排坛版“我爸是李刚”，中

国女排在用人上有“关系户”的做法，导致国际大赛上的失利。

“结婚黄金周”
呼唤理性“请柬文化”
□苑广阔

一边是有人感慨，“黄金周，不

是在相亲，就是在去相亲的路上。”

另一边，还有大量的人感慨，“黄金

周，不是在参加婚礼，就是在参加婚

礼的路上。”市民林女士这个黄金

周收到了 8 张请柬，除了第一天要

参加两场婚礼之外，其余 6 天每天

有一场。这让本来准备出游的她出

游的心情也没了，临时退了票。（10
月7日《现代金报》）

从本质上说，婚礼主要起到的

是一种广而告之的作用，告诉大家

新人从此以后结束单身生活，走进

婚姻殿堂，掀开人生的新篇章了。

而客人前来道贺，也无非是表达一

种祝福，并且借此机会密切关系，联

络感情。但是随着现代人婚礼排场

越来越大，邀请的客人越来越多，收

受的红包越来越厚，最后成了对婚

礼本质意义的一种异化与物化。

现代社会迫切需要形成一种健

康、理性、真诚的“请柬文化”。具

体说来，首先需要结婚的新人改变

借婚礼“敛财”的错误观念，该发的

请柬要发，不该发的请柬就不发。

什么是该发的请柬？比如那些结婚

时请过自己的人，或者是和自己关

系很亲密，如果自己不请可能会让

对方不高兴的人。

那么，什么又是不该请的人

呢？比如那些已经结过婚，而且结

婚的时候没有给自己发送请柬的

人，如果你结婚的时候请对方，就有

占人便宜的嫌疑了，因为这不符合

“礼尚往来”的传统美德。第二就是

那些关系平常，感情一般，甚至是仅

仅点头之交的朋友，能不请就别

请。因为对方从心里并不想参加你

的婚礼，如果只是“被参加”别人的

婚礼，心里肯定不是滋味，也会影响

今后彼此的感情。

以上是从结婚新人的角度来说

的，如果站在被邀请参加婚礼的人

的角度，则应该学会拒绝，避免跟

风。对于那些泛泛之交者发送的婚

礼请柬，能不参加就不参加。总之，

即便“结婚黄金周”不可避免，我们

也应该提倡理性健康的“请柬文

化”，在提倡节俭、朴素婚礼风气的

基础上，革除依靠结婚“敛财”“发

横财”的低俗婚礼观念。

“嫌贵就不要点”
背后的傲慢与不作为
□何勇海

近日，山西五台山景区明清街一

家较大酒店的一份“台蘑炖山鸡”售

价400多元，引发网友热议，有网友质

疑“定价太高”、“物价局是摆设”。山

西省物价局价格举报中心主任刘复

贵表示，餐饮业的定价已经放开十几

年了，物价局不管。除非价格高得离

谱，否则物价局不会干预。“明码标

价，嫌贵就不要点，但不准强买、宰

客。”（10月7日《京华时报》）
随着这条新闻不断扩散，五台山

的“台蘑炖山鸡”火了，同样火了的还

有“嫌贵就不要点”这句雷语。实事

求是地说，即使是商家，也应该慎说

“嫌贵就不要点”之类的傲慢之言，因

为 顾 客 是 商 家 的 上 帝 和“ 衣 食 父

母”。何况是堂堂的物价局官员？接

受价格举报，制止价格欺诈、价格暴

利，本是物价局的天职，面对消费者

“一盘台蘑炖山鸡卖 400 元”的举报，

岂能以“嫌贵就不要点”来荒唐回应？

可以说，“嫌贵就不要点”论调，

将物价部门的傲慢——吃得起就点，

吃不起别点，以及不作为显露无遗。

接到消费者的价格举报，或看到网友

们的网帖质疑，省级物价部门最应该

做的，是将有关举报或质疑，在规定

时间内转交有管辖权的地方价格主

管部门调查处理，若有必要，还应该

立即派出检查人员进行调查并反馈，

而不是以“餐饮业的定价已经放开十

几年了”为由，推卸其价格监管责任。

物价部门作为行政部门，应对老

百姓的价格质疑，一要认清自己的责

任，二要摆正自己的立场，三要拿出

诚挚的态度，而不能以充满官僚习气

的语言搪塞公众，进而助长景区的漫

天要价行为。如果每个部门都公然

渎职，要拿市场经济作挡箭牌，吃饭

“嫌贵就不要点”，看病“嫌贵就不要

看”，购房“嫌贵就不要买”……我们

还要物价部门等官方机构做什么？

又一对夫妇获诺贝尔奖：
历史有5对 居里家族占3对

昨日，《创业家》&i黑马有两个感

悟：首先是好夫妻新标准确立，如果

说夫妻感情好，请去拿诺贝尔奖。另

外，人生起跑线真的很重要，比如居

里夫妇，自己拿了诺贝尔奖，然后生

了个女儿，嫁了个丈夫，俩人又拿了

诺贝尔奖……@现代快报

曲阜推“百姓儒学”工程
每村配备1名儒学讲师

孔子故里曲阜推“百姓儒学”工

程，每村都将配儒学讲师，所讲内容

突出仁义礼智信传统美德和“勤、

善、公、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文件还提出，将实现 1 村 1 座儒学书

屋，1 村 1 台儒学新剧……力争再现

“至今东鲁遗风在，十万人家尽读

书”。@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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