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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塔

□据新京报

媒体 聚焦

“好评返现”看似是几元钱的交易，伤的却是经营者的立足之本热点 话题

近日，江苏省苏州市文广旅局发
布消息，除部分重点景区和博物馆
外，苏州全市其他A级景区、文化场馆
取消实名预约。未列入清单目录的
景区景点线下人工售票、线上或现场
扫码购票等环节，不再要求游客提供
姓名、身份证号等个人信息。

不难想象，暑期旅游旺季将至，
景区和博物馆预约难、抢票难问题又
会密集爆发，“抢票”成了人们旅游前
的“艰巨任务”。苏州此举无疑进一
步提升了游客便利度，也因此赢得了
广泛好评。当此之际，取消门票预约
能否大范围推广，也值得探讨。

门票预约，是通过游客提前向景
区表达意愿和提交信息，引导和控制
游客流向，既满足承载量的控制要
求，又为提升游客体验和管理能力
创造有利条件，具有明显的管理优
势。事实上，从预约制在敦煌莫高
窟的成功实践，到为全国各地景区
广泛采用，景区预约制已经探索完
善了近20年。

当前，对于预约制进行调整的呼
声渐高，是因为在实施预约制过程中

表现出与实际情况的一些不适应，引
发了对预约制优化的反思和调整。
比如，预约制下，头部景区的承载力
和需求之间的矛盾依然尖锐，分流目
标很难实现。

再如，游客相对较少的景区，反
而因预约给游客增加了阻碍和麻
烦。而有的景区承载力有余，却也因
为预约的机械规定使得一些游客只
能望景兴叹。

考虑到这些情况，2023年7月，文
化和旅游部通知要求，“推动旅游景
区及时应对市场需求变化，优化预约
措施，实施科学管理，不搞一刀切，实
现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统一，最大限度
满足广大游客参观游览需求”。

与之相呼应，2023年上海已有众
多景区景点及文化场所取消实名预
约制。而到今年五一前夕，北京的大
部分景区都已是线上预售和现场窗
口售票并行。此次苏州的行动，也是
对预约制的适时合理调整。

可以看出，形成预约制共识的关
键在于，能更好地满足景区承载力的
控制要求，避免“人满为患”，以游客
为中心提升服务，给游客更加美好的
到访体验。因此，所有关于预约制
的讨论，都应该围绕这个核心标准
展开——有利就继续坚持完善，反之
则需适时调整，甚至是马上行动起来。

更需明确，预约制也并非万能，
一些问题就超出了预约制的能力范
围，或者根本就不是预约制应该和能

够解决的问题。比如，游客对于头部
景区的强烈偏好等。

同时，也不能冀望一种预约模式
适用于所有场景，而应更具针对性。
对承载力严重不足的头部景区，预约
制可能需要坚持下去，但也不妨在模
式、程序和技术支撑等细节上有更多
优化；对于承载力有较大余量的景
区，则有必要在预约制之外，探索更
有效、更实用的管理和服务模式。

无论是否保留预约制，以游客为
中心都是精细化管理的立足点和出
发点，而游客也应该在此过程中，获
得更多的自由度和主导权。

北京、上海、苏州等地的现实行
动，已经在此方面打了个样。放开
之后，也许仍会面临这样那样的问
题，比如信息获取挖掘能力的变化，
流程需要调整，精细化管理要求更
高等。但这些显然都是可以有所预
判和准备的，不应成为预约制改革
的障碍。

事实上，大部分承载有余力的相
关景区都可以尝试现场购票常态化、
预约作为例外补充的方案，为游客保
留一份随性和浪漫。热门的头部景
区，也可以进一步挖潜，比如探索更
长开放时间、更多开放空间的可能
性，充分满足游客需求。

当然，与之同样重要的，还有共
识下的快速行动。无论如何，尽快给
游客带来更加便利、美好的旅游体
验，是管理部门和景区的共同责任。

据报道，不久前，国家市场监
管总局发布了《网络反不正当竞争
暂行规定》，明确“经营者不得实施
以返现、红包、卡券等方式利诱用
户作出指定好评、点赞、定向投票
等互动行为”。如违反，由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依照《反不正当竞争
法》第二十条的规定处罚。然而记
者调查发现，如今在电商平台输入

“好评返现”等关键词已经检索不
到相关信息，但在搜索时却弹出

“好评卡五星通用”“外卖电商售后
卡”等推荐页，“好评返现”尚未完
全绝迹。

动动手指，几元钱就能到手，
不少消费者禁不住如此轻松赚小
钱的诱惑，加之一些平台为“好评
返现”开绿灯。如某电商平台下单
后自动匹配“买家秀征集”链接，发
布后可领取现金奖励，“好评返现”
现象的禁绝显然并非易事。

客观而言，暂行规定自今年9
月1日起施行，因此目前仍是新规
施行前的“空窗期”。新规从颁布
到实施，相关运营主体需要有自查
自纠的时间，监管部门也需要充分
研究相关细节，为后续监督执法扫
清障碍。眼下，“好评返现”敏感词
已无法在电商平台检索出来，这说

明新规震慑力已开始显现，而对一
些打“擦边球”的违法行径，则不能
任由其大行其道。

“好评返现”看似是几元钱的
交易，伤的却是经营者的立足之
本。对于商家来说，诚信经营是原
则，合法合规是底线，提高商品质
量、提升服务水准才是长久之计。
消费者是受害者，也是始作俑者，
殊不知“羊毛出在羊身上”，商家给
付的返现金额已经包含在商品价
格当中，消费者贪图蝇头小利，却
可能为后续享受售后服务和消费
维权埋下隐患。

“好评返现”难以除根，暂行规

定则被赋予了更多关注和期待，其
中明确了仿冒混淆、虚假宣传等不
正当竞争行为在网络环境下的新
表现形式，着力消除监管盲区；对
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的网络不正
当竞争行为进行细化，突出强调平
台主体责任，督促平台企业对平台
内竞争行为加强规范管理。作为
引导各类经营主体有序竞争、创新
发展的重要制度保障，期待这一新
规的出台和施行，有利于营造更加
公平的市场环境，进一步规范网络
交易行为，早日让“好评返现”乱象
销声匿迹。
据中工网

景区取消实名预约,该全面推进了

期待“好评返现”早日销声匿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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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日报：
对燃料玉米
不必“一棒子打死”

近日，有关烤肉店使用玉米粒做燃
料的新闻引发网友热议。有消费者表
示，店里用的燃料玉米看上去颗粒都比
较饱满，当燃料烧是在浪费粮食。后当
地农业部门工作人员表示，店家用粮食
当燃料不可取，不提倡商家这么做。

在许多人看来，玉米是用来填饱肚
子的粮食。但近些年来，玉米的产业链
正不断延伸，玉米产品的类型也更加多
元。除最基本的食用玉米、饲料玉米，
玉米还被应用在能源、医药、造纸、建筑
等多种行业领域。对于玉米做燃料不
必“一棒子打死”，要结合实际理性看
待。报道中有烤肉店表示，店里用来作
燃料的玉米是农户用不完且不符合收
购标准的玉米，收购做燃料可以为烤肉
增香，同时帮助农户增收。因此，有关
部门要对玉米从田间到市场的多渠道
利用统一严格监管。比方说，可以对用
做燃料的玉米实行统一收购，避免浪费
食用玉米情况。

正观新闻：
女子担心泄露隐私
打伞工作被开除很冤吗

据《劳动报》6月11日报道，深圳一
女员工因担心个人隐私泄露，在公司安
装的高清摄像头下连续18天在工位上
使用雨伞遮挡，被公司以严重违纪为由
解除劳动合同。女员工要求公司支付
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法院最终驳回
其赔偿请求。

诚然，女员工为了保护个人隐私而
打伞工作，这听上去颇有些无奈，但对
于职场规则而言，实际是一种个人任性
行为，影响了公司的正常工作秩序，还
给其他员工带来不良影响。公司方面
解除劳动合同，也在情理之中，鉴于此，
法院判决并无不妥。反倒是女员工所
称摄像头位置易于走光的问题，缺乏充
分证据，不足以采信，赔偿请求被驳回，
更谈不上“冤枉”。作为员工，理应遵守
公司规定和劳动纪律；作为公司，合理
使用管理工具但不能将员工工具化。
此案件给公众上了一堂生动的法治课：
职场监控和劳动者维权都要讲分寸、讲
道理。

南方都市报：
花钱雇人背娃上泰山
没人谴责“践踏尊严”了

最近，一宝妈分享了自己雇人背娃
爬泰山的经历，引发公众关注。据悉，
她女儿3岁左右，背娃人是一名就读于
山东济南某高校体育专业的大二男生，
当然，女孩妈妈为此花了几百元钱。

这一幕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此前重
庆武隆天生三桥景区旅游的博主发布
雇人用轿子抬自己上山的视频，博主引
来一片骂声。当然，也有人反驳称，一
个花钱坐轿，一个凭力气吃饭，有什么
不对？本质上，雇人助其爬山与坐缆车
没有不同。本例中的主角是一名 3 岁
的孩子，她想爬泰山，年龄太小，单靠自
己是断然搞不定的，孩子妈妈也搞不
定，供给方出现了。大学生有了额外的
收入，于双方都是好事。对于“人背人
上山”这种事，确实不宜戴着有色眼镜，
沿袭习惯性或传统的思维偏见，当具体
问题具体分析。

好评有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