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管好导游是根治顽疾的突破口
管好导游是根除旅游顽疾的突破口，《办法》值得期待。希望旅游部门加速

推进“全国旅游监管服务平台”的完善，以信息技术强化对导游执业全过程的无

缝监管。也应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让导游对游客负责，而非对旅行社。

□本报评论员 王学义

记者11月2日从国家旅游局了解到，国
家旅游局近日发布《导游管理办法》（以下简
称《办法》），以进一步加强导游队伍建设，保
障导游合法权益，提高服务水平。《办法》将
于2018年1月1日正式实施。
随着我国进入大众旅游新时代，广大游

客对导游服务提出了更高要求。然而现实中，
有关导游的各种乱象频频上演，从业人员鱼龙
混杂，管理问题日益凸显，这已然成为制约我
国旅游业发展的一大短板。在这种背景下，
国家旅游局发布《办法》可谓恰逢其时。
按照《办法》要求，导游形象将有所改

变，背后是“大数据”系统。原本胸前戴个

“牌牌儿”、举个“小旗儿”的形象将成为历
史，今后，导游将使用电子导游证，佩戴卡
片式“导游身份标识”，并开启“全国导游之
家”APP执业。游客、景区和执法人员等都可
以通过扫描电子导游证上的二维码，来识
别导游身份，这就将假导游挡在了门外。而
且，导游的执业轨迹、评价信息、奖惩情况
等均归集于电子导游证，形成导游的“执业
档案”。如此，既能保证信息随时可查，也具
有相当的威慑力，因为一旦在档案中留下
“污点”，将直接影响到导游的“饭碗”。
显然，《办法》是《旅游法》的一系列配

套法规之一，专法专规对导游管理做出了
明确规定，其罚则部分对违反导游执业管
理规定的行为，明确了相应的法律责任。对
于广大游客而言，《办法》突出的亮点在
于，第二十三条列出了十一项导游执业过
程中不能碰的“底线”。其中，包括了游客
深恶痛绝的带店购物、另付费项目、殴打恐
吓游客购物、转团卖团、索取消费等行为。
这些行为在《旅游法》中只有概括性的规
定，而《办法》将其细化集纳，有利于对导
游行为的监督管理。

也要看到，《办法》在对导游行为进行
规范的同时，也加强了对导游合法权益的
保护。其中明确，旅行社要求导游接待以不
合理低价组织的旅游团队或者承担接待旅
游团队的相关费用的，导游有权向旅游主
管部门投诉举报；旅行社应当提供“导游专
座”，避免在高速公路或者危险路段站立讲
解，等等。这针对的是部分旅行社肆意侵害
导游权益，致使导游无奈之下转而侵害游
客的乱象，以形成正确的执业导向，改善旅
游生态。
管好导游是根除旅游顽疾的最佳突破

口之一，《办法》值得期待。当然，关键仍然
在落实。一方面，希望旅游部门加速推进
“全国旅游监管服务平台”的完善，以信息
技术强化对导游执业全过程的无缝监管。
另一方面，也应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让导
游对游客负责，而非对旅行社，让游客的评
价来决定导游收入。相关部门应以此为契
机，下足功夫，建立新时代下法治化、市场
化的导游管理体制机制，不断满足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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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执法标准，是约束也是保护 巷 议
“人贩子”遭暴打
乌龙剧何时休

去年六月，河南南阳市小贩李业
强在四川宜宾兴文县一村庄卖窗帘
时，被村民误当成人贩子而遭到暴
打，经鉴定构成轻伤一级。近日，在兴
文县人民检察院的积极调解下达成
刑事和解，村民共赔偿李业强各类经
济损失共计 12万元，李业强自愿放
弃追究打人者的刑事责任。（11月 2
日《成都商报》）
12万元的赔偿能否抚平受害人

的身心伤害暂且不说，六名村民付出
的代价也令人唏嘘。据报道，赔偿金多
是东挪西凑借来的，当地村民总觉得
这笔钱赔得冤枉，甚至有人认为打人
是“见义勇为”。这样的结果是我们不
愿看到的。近年来，类似暴打“人贩子”
的乌龙事件并非个案。群众心底朴素
的正义感固然值得肯定，但动用“私
刑”则与现代法治思维背道而驰。
本案的根本原因，是村民法治意识

的严重匮乏。相关部门应当加强普法
宣传，让法治在村民心中落地生根，进
而外化于行，如此才能从根本上避免
“人贩子”频遭暴打的乌龙剧。陈广江

□张淳艺

人员失踪未到24小时，警方到底该不该
受理？债务纠纷中，债主要强扣财物，警察能
不能管？反锁车门车窗拒不接受检查，警察
可以破窗吗……江苏省公安厅11月1日召
开现场执法标准发布会，这些现场执法焦点
问题，都有了“标准答案”。（11月2日《扬子
晚报》）
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一直以

来，警察执法都是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但某些法律和制度只是原则性、粗线
条的规定。对警察在现场执法中“应该做什
么”“做到什么程度”等细节问题，缺乏统一的
标准。而江苏省公安厅公布首批22项现场执
法标准，有助于进一步规范警察执法行为，防
止或避免失范执法。
给现场执法“立规矩”，本身就是深化依

法治国实践的一项重要内容。严格公正执法
与规范文明执法，犹如一个硬币的两面，共同
决定着执法的质量和效果，关系到法律尊严

和政府公信力。对警察现场执法行为实行标
准化管理，有利于遏制“同案不同罚”的选择
性执法，让群众在每一项执法活动、每一起案
件办理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对于警察来说，现场执法标准是一种约

束，有了这道“金箍”，现场执法时就不能再
“任性”，必须严格按照标准操作。比如，网上
曾流传这样一种说法，成年人失踪未满24小
时，警方不会受理。其实，法律并没有这样的
规定，但在实践中，个别地方出于破案率等考
核因素考虑，或多或少存在推诿扯皮、延迟受
理等现象。对此，人员失踪警情处置现场执法
标准明确指出，有警必接，对人员失踪的求助
或报警，各级公安机关应当立即受理，不得拖
延、推诿。接下来，公安部门还要加大宣传，让
执法标准为更多人所知晓，更好地监督警察
执法行为，推动执法规范化。
同时，现场执法标准对于警察而言，也是

一种保护。债主强扣财物警察应制止，遇家暴
可制作《告诫书》，一系列具体问题处置在标
准中都得到了明确和细化，有助于公众理解
和配合警察工作，减少警察和执法对象之间
不必要的矛盾冲突。而对于执法对象拒不配
合、妨碍公务等行为，标准也授权警察可以
采取破门、破窗等强制手段。这就使得广大
民警执法更有底气，可以更加从容地应对意
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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