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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慎毅
媒体报道，五一假期，河南

登封少林寺景区游客暴增，寺
内一片竹林遭到摧残，数十个
大人带着小孩反复攀爬竹子，
吊在上边荡秋千，导致一些竹
子被扭断。竹林里，上百人刻
下了“某某到此一游”“某某与
某某1314”等字迹。

每年的五一等假期都是乱
刻乱画乱爬等不文明行为的集
中爆发期。景区工作人员喊破
嗓子，不能爬的，游客还是爬了。
而“到此一游”“我来了”及个人
签名见缝插针，工作人员不得不
用汽油、二甲苯等定期清理。

对于这些不文明行为，旅
游法明令禁止并提出对于刻
画、涂污或者以其他方式故意
损坏国家保护文物、名胜古迹
的行为，可处以警告、罚款甚至
拘留。不少地方还出台了相应
的旅游“黑名单”制度，有些法
院判决甚至让不文明之人付出

“疼到肉”的代价，但是仍然有
人“前赴后继”。

对不文明旅游行为，一方
面景区管理要在严防死守中创
新更好的堵的办法，同时，游客
也要有愿意管“闲事”的意识。
像少林寺竹林内，有游客发现
孩子刻字，及时出言制止，就起

到了好的效果。
另一方面，要从需求侧的

角度，来考虑供给侧的满足。
游客的不文明行为，从心理角
度说，属于心智不成熟的一种
表现，一些游客出来旅游刺激
了释放情绪的冲动，却没把握
好规则。如果释放情绪的需求
能得到满足，或许很多游客就
不会再有不文明行为，至少会
减少不文明行为。

比如，有些风景名胜区设
有留言墙，用以满足游客留念
的愿望。2013年，武汉黄陂区
木兰云雾山景区为刻字留念新
增一项服务项目：付50元制作

费，就可将该游客的姓名、籍
贯、留言和日期刻在一块待烧
的砖坯上，进窑烧制后，将这些

“留言砖”专门砌成一面游客留
言墙。与这种市场化引导相对
的，则是黄鹤楼景区设置“电子
涂鸦墙”。游客不仅可用手指
作画并保存，还可以轻松查询。

总之，景区治理不文明旅
游行为的同时，也可以从让游
客旅游更有收获感的思路出
发，为游客的情绪释放需求找
到一个“出口”。这个“出口”如
果有好的文创支撑，说不定有
机会成为一个网红打卡地，进
而带动更多游客来景区。

何不给游客一个释放情绪的出口？

这两天，为打投偶像而倒奶的事引发网友强烈批评。
粉丝购买赞助商奶制品后，扫描瓶盖内的二维码才能

为偶像助力。买得越多助力越多，喝不完又转卖不了，直
接倒掉便成了最“快捷”的处理方式。偶像能不能出道不
得而知，但可以预见的是，节目组和赞助商却获得了高热
度和巨大收益。 据新华社

景区门票预约不妨引入“候补购票”

□ 张涛
5月4日，北京市公安局西城

分局发布消息：接群众举报有人
倒卖恭王府景区门票线索后，西
城警方迅速开展工作，5月3日晚
在西城区定阜街一门店内将韩
某伶、喻某玲等4名涉案人员抓
获。对于干扰旅游市场秩序，侵
害群众利益的违法犯罪行为，警
方将依法严厉打击。

此前，北京恭王府接连多
日门票预约售罄。5月3日，记者
在恭王府门口发现多名“黄牛”
倒票，原本40元的门票被抬到了
150元。游客只要尾随“黄牛”到
附近的“聚福园游客中心”，递
上自己的身份证，几分钟对方
就能“搞定”电子票，游客凭身
份证便能入园。

40元一张的门票，“黄牛”一
倒手就成了150元。这种公然炒
票行为，不仅严重侵害了游客
的合法权益，也扰乱了正常的
旅游市场秩序。在门票已售罄
的情况下，“黄牛”的剩票从何
而来？为何可以当场操作实名

电子票？“黄牛”为何有如此神
通？这些都有待景区方面和有
关部门进一步查实。

据业内人士和有关专家介
绍，“黄牛”可能是事先抢了一
部分门票“占位”，有游客需要
时再“秒退秒抢”转手给游客。

在火车票刚实行网上实名
购票时，“黄牛”的这一招就屡
试不爽。他们先是利用抢票软
件大量囤积热门线路车票，等
到有人来买时将车票退掉，再
使用购票人的身份信息瞬间抢
回。“黄牛”的说法是：“我们的外
挂程序可以在0.1秒内发现退
票，一般乘客根本不可能有机
会抢到票。”综合多方信息推
测，现在恭王府门口倒卖门票
的“黄牛”很可能是故技重施，
利用“技术优势”自退自抢。

其他媒体的报道也可从侧
面印证这一推测。据报道，五
一假期南京博物院、侵华日军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预
约爆满。在某二手交易平台，
这些场馆原本免费的门票却被

拿来公开叫卖，最高卖到了80元
一张。面对媒体记者的询问，
有卖家坦言是“抢的别人退的
票”，并且拍胸脯保证“大概率
可以抢到，成功率98%以上”。
可以想见，在有技术加持的“黄
牛”面前，普通游客“拼手速”根
本拼不过。

景区门票预约是近些年才
兴起的，加之景区门票通常不
被视为稀缺资源，一些景区管
理部门缺乏应对“黄牛”的经验
和准备。如今进入疫情防控
常态化阶段，“无预约，不出
游”成为旅游常态，这有利于
避免游客扎堆，减轻景区压
力，提升旅游舒适度，但也在
客观上让“黄牛”有了可乘之
机。为有效兴利除弊遏制“黄
牛”倒票，景区门票预约不妨
向铁路售票系统学习，引入

“候补购票”功能。
2019年5月，12306网站和

APP“候补购票”功能上线。旅
客购票时如遇所需车次、席别
无票，可按日期、车次、席别提

交购票需求，并在预付票款后
进行排队候补。当对应的车
次、席别有退票时，系统自动兑
现车票，并将购票结果通知旅
客。12306网站和APP有了“候
补购票”功能，“专业抢票”的

“黄牛”彻底“凉凉”了，他们再
也没有了“左手倒右手”的机
会。同时，“候补购票”功能也
十分人性化，人们不需要再一
个劲儿地用电脑或手机刷票，
大大节省了时间和精力，也为
社会节约了资源。

铁路售票系统防范、打击
“黄牛”的经验，景区也应当学
习借鉴，通过“候补购票”功能
完善门票预约机制。研发“候
补购票”有较高的技术门槛，
单靠景区自己恐怕难以胜任，
因此可由有关部门或第三方
平台牵头组织，统一整合优
化、改进提升景区门票预约系
统，增加“候补购票”功能，严
密封堵“黄牛”套利的空间，给
广大游客带来更好、更有保障
的购票体验。

景区可以学习借鉴铁路售票系统防范、打击“黄牛”的经验，通过“候补购票”功能完善门票预约机制。研发“候补购
票”有较高的技术门槛，单靠景区自己恐怕难以胜任，因此可由有关部门或第三方平台牵头组织，统一整合优化、改进提
升景区门票预约系统，增加“候补购票”功能，严密封堵“黄牛”套利的空间，给广大游客带来更好、更有保障的购票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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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欣红
近日，一则网传视频显

示，5月1日中午，东莞一家影
院影厅正片结束播放字幕时，
一名调皮的小男孩对银幕拳
打脚踢，整个过程中并无家长
上前阻止。影院报警后，经多
方调查，警方已联系上涉事儿
童的监护人，目前正积极引导
影院和儿童监护人双方通过
法律程序妥善解决问题。

熊孩子踢坏银幕之事，已
不是第一次发生。2020年国
庆假期，海口一个熊孩子观影
时踢坏影厅银幕，曾一度引发
热议。事后经过协商，孩子家
长赔偿了2万多元。

殷鉴不远，竟然又发生熊
孩子踢坏银幕事件，公众纷纷
谴责当事家长管教失职，理应
赔偿影院的损失。

如何防范“熊孩子踢银
幕”之类事件再次发生，是一
个值得深思的话题。笔者认
为，除依法依规处理赔偿事
宜，更应该切实端正家长的教
育观念。

令人遗憾的是，现实中就
有不少家长不懂得教子之道，
把对孩子无原则的放纵当成
尊重个性。“惯子如杀子”，父
母的言传身教，往往会对孩子
的成长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
从某种意义上讲，“熊”是孩子
的天性之一，“熊”本身并不可
怕，可怕的是因为没有引导和
教育，孩子只剩下了“熊”。天
性并非个性，顺其自然并非任
其自然，天性应当是符合自然
之道，合乎真善美之本心，而
个性则良莠并存，需要去芜
存菁。

有些父母把孩子闹事当
成小事，常常以“他（她）只是
一个孩子”为理由进行辩解。
殊不知，孩子天性中有善的一
面，也有恶的一面，家长有多
放纵，孩子就能有多“恶”。无
条件满足、无底线纵容，很容
易催生“小魔王”“小霸王”，最
后必然会反噬自身与家庭。
现实中，熊孩子由“恶作剧”升
级为犯罪的教训数不胜数。

养育孩子是父母的责任，
养育出一个好孩子也是父母
的义务。在这个世界上，没有
无缘无故的好孩子，也没有无
缘无故的熊孩子。身为家长，
千万别把没教养当成有个性。
引导孩子明白做人做事的基
本 道 理 ，才 是 真 正 的 教 养
之道。

熊孩子踢坏银幕，家长必
须承担赔偿责任，但如果不深
刻吸取教训，让孩子随时随地
解放“天性”，下一次家长或许
将付出更大的代价。从这个
意义上讲，依法追责只是解决
问题的起点，教育“熊家长”才
是关键所在。

熊孩子背后的“熊
家长”该如何教育

景区治理不文明旅游行为的同时，也可以从让游客更有收获感的思路出发，为游客的情绪释放需求找
到一个“出口”。

成桶牛奶倒沟里，支持偶像失理智。
如此规则为牟利，浪费可耻当抵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