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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小长假在即，计划出游的人们开始增多，一些旅游景区门票价格酝酿上涨，部分地

区的景点上涨密集引发热议。3 月 23 日，国家旅游局表示将推进景区门票价格改革。对

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主任宋瑞表示，要达到预期效果，旅游部门还需对不同类

型的景区门票定价制度做出系统性安排。（3月25日中新网）
现行的景区门票普遍过高，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此而导致群众“看不起的风

景”的感叹，也已经成为普遍感受。这是景区门票不宜再涨价的理由之一。这其中的原因

非常简单，景区门票不能抛开民众承受能力。在我国绝大多数人民群众，依然还不是很富

裕的情况下，景区不能拿高门票来剥夺一部分人的旅游需求和权利。

除此之外，景区门票不宜涨价与过高，还有一个本质的原因是，我国的景区、景点等，多

是依托自然、历史等资源而建设与开发的。自然、历史资源又多是全民所有，景区管理与经

营，理应秉持保本的理念，并且要在经营与管理中，节约成本，以此减轻游客的负担。而盲

目的开发、无节制地涨价，则明显有“挟民众资源，向民众收取高价”的嫌疑。

具体而言，如今的景区，虽然几乎都是市场化经营的，但景区的归属又几乎都是集体或

者全民。因此，对景区门票价格，多以政府定价和指导价为主。那么一些景区在春天来时、

在旅游旺季调价，是否符合政府定价的原则与要求？调多少有没有经过审批？调价是否合

理？所谓的淡旺季价格又以什么为区别与收取标准？公共景区调价又是否需要征求民意

或者召开相关听证会？调价信息是否应该完全公开透明？

“祖国的大好河山成了看不起的风景”。这是民众的感叹，更是对景区门票价格过高的

投诉。而景区经营，也有必要在以门票为收入来源的基础上，尽快谋求以酒店、餐馆、商品、

游乐等多种服务为主的经营方式的转型。因此，景区莫一味将眼光盯在门票上，而相关管

理部门，更不能放任一些景区乱涨价，“趁春打劫”！

人民大学放八天“春假”
羡慕嫉妒恨了吗

昨天，中国人民大学一则“只有春

假还不够，春假有8天”的通知走红。今

年该校的春假为4月28日至30日，算上

周末调休和“五一”假，实际上共连休8

天。据了解，人大从2004年开始实施

“春假”制，至今已有11年的历史。

“长假开心啊，有幸福感。一些

杂事也有机会集中来处理，借着春假

好好休整一下。”一位人大的老师这

样告诉记者。@北京青年报

高校惩罚考试挂科学生
挂一科跑1000米

近日，在武汉科技大学操场上，30

余名学生气喘吁吁地跑着圈。这是

某院系对挂科学生的惩罚：挂一科跑

1000 米，有男生挂了五门课，被罚跑

5000 米。该系大二学生丁星认为，

“大学生都已成年，用类似惩罚小学

生的做法让人难以接受。应当用理

性的办法，激发学生自觉学习的能

力。”@长江商报 今后，各级政府网站将

不 能 再 任 性 地“ 沉 睡 ”下

去。24 日，国务院办公厅

公布《关于开展第一次全国

政府网站普查的通知》，部

署从 2015 年 3 月至 12 月，

对全国政府网站开展首次

普查，剑指“僵尸官网”，倒

逼政府网站改革。（3月25
日《新京报》）

花费了资金，配备了人

员，又掌握着信息发布权，

凝聚着民众期待，结果却沦

为了摆设，这样的电子政务

平台已与高度发达的“互联

网+”时代格格不入。更重

要的是，政府官网变身“僵

尸”，民意无处安放，民情无

处倾诉，不仅拷问着公权对民意的态度，更考验着政府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智慧。

追溯原因，不难发现，一些地方当初设立电子政务平台的目的，很难说是为了发布信

息、倾听民意、排解民忧，只是迎合形势、应付上级、追求政绩而已。少数政府部门就像“叶

公好龙”，口号很响，实则抵触，担心网络舆论给政府带来麻烦。于是，政府官网要么成“僵

尸”，要么自说自话、自吹自擂，令人愤怒。

这次对全国政府官网的摸底普查只是第一步，对整改不力者应依法问责。奖惩机制不

明、问责机制缺失无疑是“僵尸官网”的直接成因，如何通过制度建设强化追责是一个亟待

解决的问题。值得一提的是，与其被问责之剑唤醒，不如主动“苏醒”，因为其实你一直在

“装睡”。

“足球不加分”
坚守了教育公平的底线
□堂吉伟德

24日，“富力杯”第一届广州市中小

学足球联赛市级决赛鸣哨开赛，广州市

副市长王东为比赛开球。校园足球发

展，在政策上会有何支持？王东在昨天

的校园足球体教结合工作现场会上透

露，发展校园足球不能太功利，足球踢得

好不会加分，但各所学校可以考虑招收

足球特长生。（3月25日《南方都市报》）
自足球改革方案推出之后，校园

足球的发展在各地就方兴未艾，各种

激励和刺激手段也应运而生。比如

北京准备在 2016 年将足球项目纳入

中考体育考试的选择项目，探索高中

体育会考进行足球项目测试，发挥评

价机制的导向作用。虽然足球要从

“娃娃抓起”，却不能急功近利更不能

毕其功于一役，“教育足球三年计划”

的全面撒网，让人出现了“足球应试

化”的焦虑。

发展体教结合的学校体育确实具

有不可替代的优势，但必须尊重孩子

的选择权和自由权，并且给予其他体

育项目同等的待遇。简单来说，足球

只是体育项目中的一种，但不能成为

必须和唯一，更不能挤占掉其他公共

资源，在导向上回到“加分”的老路，

让教育公平始终难以体现。事实上

也是如此，“加分激励”固然有正面刺

激的导向作用，但其负面效应同样不

可忽视。

一方面是可能造成取向的走偏，

并出现顾此失彼的偏差。足球踢得

好可加分或者直接纳入考试项目，实

际是一种变相的强制性参与，使得足

球被过度强化和突出，对多元化选择

和其他体育项目不公平，导致其他项

目工作重心和群众基础的弱化；另一

方面则会造成考试弄虚作假现象的

产生，让教育公平始终难以实现。

从历史的经验和现实选择来看，

中国足球改革还得以“打基础，找路

子，长期坚持”作为基本原则，足球发

展必须脚踏实地而不能急功冒进，否

则就可能走回老路而始终难以取得

成绩。从这一点来说，无论体育界还

是教育界，对于如何发展校园足球，

如何实现与学生健康、全民健身和体

育整体的发展，需要全方位的思考，

更需要对客观基本规律的起码尊重。

苏童：作家只能算是路灯
不可能取代太阳

日前，苏童创作 30 年研讨会召

开，会后苏童接受了记者采访。

在当代文学史里，苏童往往与莫

言、余华等并列，被视为 1980 年代先

锋小说的代表。苏童说，他是关着窗

户的写作，最多只能算是一盏路灯，

“路灯的光亮只能照亮周边一圈，不

可能取代太阳。我所做的，就是种好

一个人的责任田。”

谈到新作，苏童透露，乘着自己体

能还行，多写几部长篇，手头正在创作

的长篇小说依然是香椿树街系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