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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东莞的酒店生意特别萧
条，不论是官员、老板还是普通百姓
都不来了，大家宁愿绕道去深圳、珠
海，也不敢在东莞住店。”东莞一家知
名酒店行政总裁钟汉强，近日细数如
今东莞酒店遭遇。
（1月28日《南方都市报》）

据媒体报道，1997 年东莞第一
家五星级酒店开业，而到大规模扫
黄之前的 2011 年，酒店数量已经跃
居全国第三。如此高的数量规模，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其“入住率在全
国排名一直靠前,五星级酒店的入
住率能达 70%。”而现在，扫黄打掉
了这个东莞黄色产业，酒店入住率
问题一下子暴露出来，不少酒店老
板都表示经营转入低潮，一家东莞
酒店老板甚至称“一年经营额减六
七成”，可见虽然个别酒店经营者声
称“真实情况没有那么糟”，但扫黄
所带来的经营压力却也必须正视。
毕竟东莞酒店之所以出名，其中大
部分知名酒店很难说与所谓的黄色

产业斩断关联。
从这个角度来说，“宁愿绕道也

不敢来住店”可以说是来自市场的
一个转型信号。毕竟，依赖于所谓
的莞式服务经营，不可能是一条长
久的繁荣之道。大规模扫黄的到
来，只不过促东莞酒店经营者极早
正视这一现实。基于此，在扫黄告
一段落的现在，相关酒店经营者所
需思考的不是如何“穿新鞋，走老
路”，智取“怡红院”，而是正视东莞
酒店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的市场现
实。学会如何在新的环境下，做好
酒店，做好产业转型，重构名声。

从东莞的整体环境来看，远没
有这么多酒店的生存空间。基于过
去黄色产业的地下链条，酒店可以
以此维系经营，但大势已去的背景
下，酒店业唯有依靠其自身服务重
新迎接挑战。以此而言，东莞酒店
经营转型所需直面的不单单是黄色
产业取缔后的新格局，更有扫黄之
后酒店名声的重塑现实。或许，在

过去的岁月，并非每一家东莞酒店
都存在这种娱乐服务，但起于东莞
的莞式服务已扬名天下，扫黄之后
的东莞酒店也因此而名声崩塌，在
重塑成为现实之前，客人“宁愿绕道
也不敢来住店”也自然会成为一种
下意识选择。

唯有从东莞的实际需求出发，
淘汰一部分经营不善的酒店，为合
法经营且服务优渥的酒店正名，才
能走出一条合理且合法的破壁突围
之路。对于前者，东莞酒店经营者
应当敢于自我革命，敢于壮士断臂，
淘汰掉跟不上竞争形势的落后酒
店，将产能转至其他产业。对于后
者，在做好内在服务同时，可以考虑
服务对象转型，不必过分追求老板、
官员消费而是面向更多普通民众，
更多推出符合市场消费能力的酒店
合法服务。当名声构建在市场的良
性互动中得到重塑，“宁愿绕道也不
敢来住店”的困境自然就迎刃而
解。□晚报评论员 杨兴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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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文章”的“稿酬”
到底怎么定？

因不满新文件制度导致稿
费严重缩水，深圳龙岗街道总工
会临工“写手”蓝志伟自称“豁出
去了”，实名投诉自己上司的上
司龙岗区总工会。作为一名临
聘人员的蓝志伟，在龙岗区通讯
员圈内小有名气，2014 年第四
季度就因新制度的原因，稿费从
原来本应该得到的 23640 元变
成了 5950 元。为此，他跟自己
上司的上司深圳龙岗区总工会
较真起来，以实名的方式四处投
诉讨说法。
（1月28日《南方都市报》）

检索“蓝志伟 工会”，会出现
许多非常工整的文章，基本上都是
深圳龙岗区总工会的业绩、思路、
总结、筹划、报告等，形式很整饬，
内容很精致，有时还带着故事性，
可以说为数不少的，是人们颇为熟
悉的不带任何价值评判色彩的“通
讯文章”。

“通讯文章”存在的必要性
是毋庸置疑的，就像基于平权
表达的文章也有其在网络空间
里自如滋长的必要性一样，两
者不可偏废也不必形成对局，
各有各的表达系统，各有各的
检验标准和“稿酬”平台，只要
大家都实事求是、实话实说，谁
也别瞧不起谁。那么，公允地
说，与旧版的“宣传信息工作奖
励办法”相比较而言，新出台的
标准大幅降低的“奖励（稿酬）
办法（修订版）”，至少有间接替
纳税人省钱的积极意义。至于
直接省下来的是叫工会会费还
是什么活动经费，尚需相关部
门详细说明。

退而言之，即便现如今降低
之后的中工网一篇 800 字稿件奖
励150元，横向比较，也是相当可
观的。须知，绝大多数纸媒和部
分网媒本身有稿酬，而单位又按
照字数奖励，这等于一篇稿子拿
两份稿费，上哪儿找这好差事
去？是什么样的权、利互动机
制，造成了跟公权力沾边的“写
手”就能这么拿“稿酬”的现状，
也亟须权威部门给出一个明白的
解答。 □张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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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寻找31年前因超生被计生
办抱走的孩子，四川简阳的邹玉花夫
妇找遍了全市，甚至误将另一个孩子
当做了亲生子收养了9年。为了找
到亲生父母，31岁袁鹰（化名）把寻
亲传单贴遍了简阳多个乡镇。直到
2014年11月28日上午，袁鹰在简阳
市贾家镇张贴的寻亲传单，被邹玉花
的一个邻居无意中捡到，转到了邹玉
花手中。父母与儿子就此重逢。
（1月28日《新京报》）

骨肉分离31年，今朝含泪相认，
让人感慨万千。在感动、欣慰、祝福
之余，人们不禁追问：还有多少相似
命运的超生娃在苦苦寻找双亲？面
对这种亲情悲剧，相关部门不能沉默
无为，至少要拿出一个诚挚的道歉。

为了骨肉相认，邹玉花夫妇和袁
鹰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特别是袁
鹰，打四五岁起就知道自己是抱养
的，无论养父养母待他多好，也无法
弥补心灵的创伤。“就想知道亲生父

母什么样，再不找人就老了。”这句朴
实的话让很多人读出了泪花。团圆
的结局并不能淡化“传单寻亲”的悲
剧色彩，也不能抹去曾经基层计生管
理的乱象。

31年前，邹玉花夫妇超生的孩子
被计生人员强行抱走，连缴纳超生罚
款的机会都没有，“政府做主给了别
人，就是人家的娃了”，这种无情地剥
离亲情的惩罚措施，即使按当时的计
生政策看，也不合情、不合理、不合
法。这种惩罚只能制造人间悲剧，无
益计生工作。

如今，当年曲解政策的计生人员
多数已退休甚至逝世，追问谁来担
责、如何问责，已没有多大的现实意
义。在那个“宁可血流成河，不准超
生一个”的时代，强行抱走超生娃的
做法并非个案，何况时隔多年，如今
的计生局也没有相关记录，问责基本
无从谈起。

尽管如此，相关部门也不该消

极无为，至少相关领导要真诚地说
声对不起。简阳市计生局一负责
人表示，对于向计生局寻亲的群
众，他们会提供信息查询等相关力
所能及的帮助。这种自我救赎的
态度值得点赞，但不能不说，这远
远不够，提供信息查询等也称不上

“力所能及”。
直面过失，勇敢担任，计生局还

欠一个道歉，还需拿出更积极的作
为。一个细节是，袁鹰从计生局内部
打听到，自己是本地超生的，不是外
地抱来的，所以“传单寻亲”这种笨办
法起到了作用，很快骨肉相认。简阳
计生局不妨大大方方地来做这件事，
以部门的名义、尽最大努力帮助寻亲
者，比如发动乡镇计生组织的力量、
利用官网等公共平台畅通信息等。
倘若如此，善莫大焉。

部门的名字改了，但责任不该丢
掉。说到底，这还是一个态度问题。
□陈广江

31年后“传单寻亲”
谁欠一个道歉？

几天前，扬州的马先生带着家人
到酒店开房洗澡，没想到却遭到了阻
拦，这让他颇为不解。在马先生看
来，他已支付了房费，只要不做违法
的事情，任何人都无权干涉。然而，
酒店方却认为，开房登记的是马先生
一个人的信息，其他人不能随便进
入。此外，酒店也有明确规定，不对
外提供沐浴房，因而不存在失当行
为。（1月28日《现代快报》）

酒店阻拦马先生一家五口，祭出
的规定是“禁超额带人”。这个规定首
先与法律相违背，消费者付费入住酒
店后，只要不影响酒店秩序，不违反相
关法律法规，在房间里做什么事情酒
店是无权干涉的。另外，酒店方面可
以限制房间内入住人数，但对于消费
者接待多少客人，这个酒店无权限
制。其次与酒店业的“行规”不符，如
果不是此新闻，几乎没有听说过酒店
有禁止消费者带多少人的，相反如果

限制消费者住宿接待的人数，会影响
到消费者的选择，无异于自断财路。

其实，酒店“禁超额带人”不过是
防止消费者三五成群开房洗澡的措
施。客观来说，消费者的这种行为属
于典型贪小便宜的陋习，冬季酒店暖
和、热水充足，花开房的钱，可住宿，
如果能供多个人洗澡，无疑成本相当
低廉，这无形中增大了酒店的成本。
从一定程度来说，酒店采取必要的限
制措施具有合理性。然而，“禁止超
额带人”方式的选择是对消费者权利
的限制，也是对消费者的怀疑。

三五成群去洗澡，但是不能说超
额带人的就一定都是洗澡的，容易发
生误伤，影响消费关系，制造矛盾。
如个案，马先生一家陪着行动不便的
马先生，即便是开房洗澡也无可厚
非，毕竟提供洗浴也是开房住宿服务
的一部分。对于其他人员不许洗澡
可以提醒，而不是像盯贼一样地盯

着，是对消费者人格尊严的侮辱。
酒店“禁超额带人”有违商业道

德。商家维护正当合理的利益是正
当的诉求，但是所采取的措施要合
法，也要符合行业的共同准则。如果
一味地站在自己的利益角度出发，限
制消费者的利益，干扰消费者的权利
与自由，不择手段就失去商业道德，
即便是短期有效，最终还是会失去消
费者的信任，无异于饮鸩止渴。维护
利益一味依赖规则的话语权，动不动
在限制消费者的自由上费心思，也反
映出经营管理的机械与粗放。面对
三五成群开房洗澡的问题，不管是从
经营上还是从技术上，都有可行的措
施，如控制房间供水、调整冬季房价
等，要看有没有智慧。更关键的还是
心态，别过于算计利益。毕竟，像“禁
超额带人”是盯不住的，徒劳之余还
增添不必要的争执，得不偿失。
□木须虫

@河南高校微博：郑州大学
几个男生利用考研结束等成绩
的时间，从二手市场买来三轮车
和烤红薯的工具，做起了烤红薯
生意。据发起者武红元说，他们
的红薯摊一般从早上 10 点卖到
晚上10点，平均一天的收入在四
五百元，生意好的时候，一天能
卖 600 多元。课余练摊卖红薯，
你怎么看？

课余练摊卖红薯，你怎么看

@小笑娟娟：都是辛苦钱！
@安逸不逸：就买个红薯吧，

否则夜太寒冷。
@ lee 乾：自 食 其 力 是 好

事，但你们是不是做的有不对的
地方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