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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哲
“订酒店，上某某，便宜又省

事儿。”以前，在线旅游平台几乎
都是这样宣传的，很多消费者也
是这样理解和相信的，事实或许
也是如此。只是现在，未必了。
近日，上海市消保委发布的一项
调查显示，统计沪上20家豪华型
酒店后发现，三分之一的网络平
台预订价高出酒店门市价格。
看到这个结果，估计不少消费者
都是一脸问号。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

线上预订比到店消费价格还高，
甚至高出不少呢？

据报道，对很多酒店，尤其是
单体酒店业主而言，高昂的佣金
和平台的一些“强盗制度”让他们
既气愤又无奈。某中部地区的单
体酒店业主表示，在线旅游平台
会对其在平台上的房间随意降
价、溢价、关房、开房等，甚至更改
佣金。“下线了之后还想再上线，
要付15个点的佣金，如果想降低
佣金的比例，比如13个点，那就要
充2800元的‘推广通’。”这其实表

明，现在一些强势的互联网平台
已有了话语霸权。

此外，在酒店和平台之间，
还有一个代理行业。对于大部
分酒店来说，代理的存在破坏了
市场价格体系。遇到旺季，代理
提前把房间从网上订了，再以高
于其预订价的价格卖给其他平
台，客人订到的价格便会高于酒
店自身的定价。

我们常说，技术的发展让
人们的生活越来越方便，但有
些时候，恰恰是一些平台利用

自己掌握的技术，让人们的消
费模式变得越来越复杂。如果
线上预订酒店还需要比来比
去，一不小心还会掉进坑里，订
出个比线下价格还高的房间，
那么这样的互联网技术就走向
了初衷的反面，就不再是什么
技术向善，而是技术性牟利。
如果线上预订酒店既失去了便
捷也失去了实惠，相信消费者
终会选择用脚投票，而同样不
讨好的酒店，也会选择放弃在
线旅游平台这一营销渠道。

谨防“技术性牟利”走向便利反面

绘画 王成喜 配诗 郝玲

2021年7月中旬至8月初，记者在浙江杭州市、安徽
合肥市等地暗访发现，在利益驱使之下，一些城市存在
违法代替体检的黑产链条——— 一些人员违规在百度贴
吧、腾讯QQ、知乎、豆瓣等平台发布“代检”推广信息，
代检一次费用少则一两千元，多则上万元，宣称业务涵
盖普通入职体检、健康证体检、事业单位公务员体检等。

据《成都商报》

体检代检市场旺，屡禁不绝埋隐患。
公共卫生失公信，黑色链条当斩断。

处罚擅闯保护区“驴友”应成执法常态

□ 郑桂灵
徒步越野途中遭遇暴雨和

山洪，16名“驴友”被困林区，报
警求救后才被救援脱险，惊魂未
定的他们收到了每人5000元的
罚单。近日，河北小五台山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依法对
16名违法登山者首次开具罚单。
这起事件中，16名“驴友”之所以
被罚，是因为他们违反了相关法
律规定，故意躲避监控设备，翻
过防护装置逃避管理，造成了非
法进入河北小五台山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的事实。

近年来，寄情山水、赏景览
胜成为国人现实生活刚需，但旅
游大军中总不乏罔顾禁令、擅入
禁区的任性“驴友”身影。为抑
制“驴友”“闯禁”频发，多地都实
施了“有偿搜救”举措，让违规者
为自己的“不智”买单。此次小
五台山自然保护区管理者更是

对16名违规者直接开出每人
5000元罚单，这显然提高了任性

“驴友”的违规成本,其执法样本
意义值得关注。

小五台山因地貌奇瑰、景色
壮丽、林壑原始，近年来成为许
多徒步登山爱好者的天堂，成为
北方“驴友”的打卡圣地。也正
是缘于地理环境复杂、登山路线
艰难，该区域也时常发生“驴友”
被困甚至死伤事件；“驴友”在保
护区内滥挖破坏草甸、采摘野生
植物，对小五台山生态造成严重
影响。

为保障游客安全，保护自然
保护区内的生态环境，当地林草
部门和该保护区于2017年4月正
式发布《封山公告》，禁止一切单
位或个人擅自进入保护区开展
旅游、登山、捕猎、放牧、采摘等
活动。“公告”中还言明将对违规
进入保护区活动的单位或个人

进行严肃查处；因搜救行动产生
的一切救援费用，由被救援单位
或个人承担。此次16名“驴友”
无视禁令及相关防护栏、标志
牌、警示牌，趁着夜深人静，躲开
监控，翻过护栏，非法进入保护
区，直到因山洪遇险，呼救求援，
才导致行为败露。

应该说，当地给每人开出
5000元罚单，事实清楚、于法有
据，体现出从严查处、顶格开罚
的执法强势。此举或成为继“有
偿救援”之后对擅入“禁区”者的
常态化罚则。

我国《旅游法》规定，“旅游
者违反安全警示规定，或者对国
家应对重大突发事件暂时限制
旅游活动的措施、安全防范和应
急处置措施不予配合的，依法承
担相应责任。”国家《自然保护区
条例》明确规定，“进入自然保护
区参观、旅游的单位和个人，应

当服从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的
管理”“未经批准进入自然保护
区或者在自然保护区内不服从
管理机构管理的”“由自然保护
区管理机构责令其改正，并可以
根据不同情节处以100元以上
5000元以下的罚款”。

尽管不少“驴友”对划定的
“禁区”和未开发领域，有着难以
放弃的探险涉峻、探索未知的好
奇欲望，但鉴于安全第一、生命
至上的基本原则，游客有欲望也
当理性克制。游客自觉践行“有
令即行”“有禁当止”的文明行
为，不仅体现出对规则禁令的敬
畏与遵守，更是对自己、家人及
同伴安全和情感的负责担当。
期待“首开罚单”能够产生尊崇
法律权威的社会效应，发挥警示
违规者、止步擅入者、教育围观
者的作用。

朋友圈不是
虚假广告藏身之地

□ 郭元鹏
宁波市男子李某通过互联

网平台，购买了大批“三无”减
肥产品，其明知该产品可能对
人体健康造成损害，但仍在朋
友圈、微信群内，向不特定消费
者推销。之后，李某被法院以
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有
期徒刑一年。前不久，检察机
关又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
讼，要求判令李某支付所销售
有毒有害减肥胶囊价款10倍的
赔偿金。

随着人们广告意识的增
强，如今广告是无孔不入。尤
其是一些不需要投资，不需要
资金的免费广告，因为其效果
很是不错，吸引了不少人的目
光。一些商人喜欢借助朋友圈
发布广告，而一些市民也习惯
于在朋友圈里获取有用的信
息。因此，朋友圈广告愈演
愈烈。

李某在朋友圈里发布虚假
广告受到了应有的处罚，不仅
被判处有期徒刑，还被责令赔
偿10倍的赔偿金。这样的处罚
是治疗“朋友圈发布虚假广告”
伤口的良药。朋友圈不是虚假
广告的藏身之地。

对于管理部门而言，需要
像监督“传统广告”一样，监督

“新型广告”，要将“朋友圈广
告”纳入管理的视线，网络时代
的广告监管触角必须延伸到朋
友圈这样的地方。其实，监管
朋友圈广告并不是难事，只要
借助大数据这个载体，就能实
现无缝隙管理，之所以朋友圈
成为了虚假广告的藏身之地，
就在于我们的监管触角没有及
时延伸，从而让虚假广告有了
混淆视听的机会。广告的发布
是需要经过审批的，产品的宣
传也是需要经过审批的。而很
显然，朋友圈里的虚假广告都
绕开了审批监管环节。朋友圈
发布广告，也应该按照正规监
管渠道进行监管。

对于市民而言，则需要提
高警惕。不是朋友圈里的人都
是真正的朋友。不少人认为，
自己的朋友圈里的人，要么是
亲戚，要么是朋友，要么是同
事，因此就丢失了警惕的心理，
以至于出现了“偏听偏信”的情
况，轻易就上当了。朋友圈里
的广告，需要市民以客观的心
态去审视，不能因为是“朋友发
布的”就轻易相信，就轻易尝
试。需要知道的是，“朋友圈里
也有假朋友”，而且还有人是属
于“随手转发”的情况。因此，
在虚假广告面前，我们要有“免
疫力”，鉴定广告真假其实不算
太难，只要到国家正规产品平
台 查 阅 一 下 产 品 信 息 就 可
以了。

治理朋友圈里的虚假广
告，需要管理部门加大查处力
度，只有打击“有痛感”，虚假广
告才能最终被赶出朋友圈。

如果线上预订酒店还需要比来比去，一不小心还会掉进坑里，订出个比线下价格还高的房间，那么这样
的互联网技术就走向了初衷的反面，就不再是什么技术向善，而是技术性牟利。

游客自觉践行“有令即行”“有禁当止”的文明行为，不仅体现出对规则禁令的敬畏与遵守，
更是对自己、家人及同伴安全和情感的负责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