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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区降价别等“铃响才交卷”
文件规定了最后截止时间，但对于景区来说，应该能早则早，在降价幅度

上，也应该能大则大。是主动还是被动，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时间和幅度的选择。

只有不给自己留后路，才能走出一条新路。

□毛建国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好消息不断。自9
月20日起，嵩山少林寺、洛阳龙门石窟、焦作
云台山、小浪底、九寨沟、峨眉山、乐山大佛
等知名景区门票将正式降价，出游可以省下
一笔钱了。（9月20日中新网）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创建全

域旅游示范区，降低重点国有景区门票价
格。今年6月份，国家发改委印发意见，提出
切实降低一批重点国有景区偏高的门票价
格，并且积极推动4A级及以下国有景区降
价。随后，陆续有景区宣布降价。根据国家发

改委公布的数据，截至8月29日，已有21个省
份出台了157个景区降价(免费开放)措施。
国家发改委文件划定的时间大限，是

在今年十一黄金周旅游高峰之前。可以预
计的是，在接下来一段时间，会有一大波景
区“扎堆降价”。同样都是降价，时间选择反
映着不同境界，不同认识。景区降价的文件
是在6月份发的，面对国家发改委的文件，
没有谁敢置之不理，但在时间选择上却大
有学问。早执行早让利，让出的是一笔白花
花的银子，而每拖迟一天，得到的是一笔收
入。也不排除，一些景区根本不想降价，甚
至还有怨言，只是因为没办法，这才选择了
屈服。同样是执行，有积极主动和消极被动
之分，拖到最后才降价，何尝不是在表明一
种态度。
从结果上讲，无论主动还是被动，最终

降价还是能体现惠民效果。可是，知名景区
降价的意义绝不止于惠民，还有一个重要方
面，那就是转型。这些年来，景区的路径依赖
成为社会热点话题，人们既关注景区的公益

性，也在关注景区的可持续性。就目前来看，
因为有着不菲的门票收入，很多景区日子过
得并不差。可是，“风物长宜放眼量”，门票收
入支撑不了旅游大发展的明天，门票依赖只
能是作茧自缚。
景区转型，已经到了“不转不行，转慢了

也不行”的阶段。如果不识变、不应变、不求
变，就可能陷入战略被动，错失发展机遇，甚
至错过整整一个时代。推动知名景区降价，
未尝没有逼出大势、逼出生态、逼出认识的
考虑。可是，现实情况又怎样？6月份出台的
文件，到现在还有不少景区没有执行。这从
一个侧面表明，有些景区对于降价和转型的
意义，并没有深刻认识。
文件规定了最后截止时间，但对于景区

来说，应该能早则早，在降价幅度上，也应该
能大则大。是主动还是被动，一个重要表现
就是时间和幅度的选择。只有不给自己留后
路，才能走出一条新路。距离国庆没几天了，
希望没有降价的景区抓紧时间，能快则快，
当快则快，不要等到“铃声响起才交卷”。

莫让“无通知不放行”寒了公益的心

缉枪治爆，一刻也不能放松

■观察家

巷 议

9月20日，国务院第八督查组邀
请10名网友与三大电信运营商面对
面沟通。移动、联通、电信相关负责人
在会上表示，将逐步推出异地补卡销
号服务。（9月20日人民网）
长期以来，手机号不能异地补卡、

不能异地注销，一直是电信服务行业的
一大“槽点”，这给用户注销手机号、补卡
带来极大不便。更严重的问题是，当下大
多数用户将网络账户与手机号码相绑
定，手机号无法办理异地销户等重要业
务，使很多人不能将互联网账户与原手
机号码解除绑定。而且，欠费一段时间
后，电信运营商往往将号码重新投放到
市场，手机号的新主人可能通过手机号
码登录原主人的网络账户，这给个人网
络账户安全和财务安全带来了风险。所
以，电信运营商推出手机号异地补卡销
户业务，宜早不宜迟。 何勇

暗访发现就医“堵点”
需摆上台面解决

□陈广江

9月19日，河南洛阳神鹰救援队结束对广
东台风“山竹”的救援，返程途经湖南城头山收
费站时被卡，要求缴费才能通过。尽管救援队
出示救灾证明，但收费站工作人员称这是救灾
返程，未接到上级通知，不能免费。滞留数小时
后，救援队缴费通行。（9月20日《新京报》）
救灾车辆被卡收费站事件并不鲜见，只

不过，这次湖南城头山收费站加了一条———
“不在本地救援”。假如收费站工作人员确曾
如此说过，真令人心寒。国务院颁布的《收费
公路管理条例》和民政部等九部门下发的《关
于加强自然灾害救助物资储备体系建设的指
导意见》都规定：经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执行抢
险救灾任务的车辆，免交车辆通行费。从立法
目的和精神看，救援队拿着灾区有关部门的
证明，应该可以免费走高速。
据报道，凭着救灾凭证，救援队在广东、

广西境内的高速均免费通行。换言之，不放行
救灾车辆的收费站仅此一个，究竟是“严格照
章收费”还是不顾大局和情理，其实早已不言
自明。
民间救援组织是灾害救援中不可或缺的

公益力量，理应受到全社会的支持和呵护，怎
能让他们流汗、流血再流泪？在救灾车辆过路
费问题上，高速收费站频频上演“无通知不放
行”的讽刺一幕，也从一个侧面说明，除了个别
收费站工作人员的责任意识和业务素养有待
提升外，救灾车辆免费通行的政策还不完善，
地方应急救援机制还存在短板。奉劝少数高速
收费站别掉进钱眼里，也别“打官腔”敷衍舆
论，法律法规就摆在那里，人人心里也都有杆
秤，善恶美丑、是非曲直清晰可判，唯有直面
问题、认真反思、及时整改，才是明智之举。

□新华社记者 熊丰

全国146个城市20日联动，集中销毁14
万余支非法枪支及一大批炸药、雷管等爆炸
物。百城同步销枪，展现出公安机关依法严
厉打击枪爆违法犯罪的决心，也为群众呈现
了一堂生动的安全教育公开课。
公共安全是最基本的民生。要抓好缉枪

治爆这个源头性、关键性的举措，“治枪爆、
除祸患、保民安”的工作一刻也不能放松。必
须认识到，非法枪爆物品让暴恐分子气焰更
加嚣张、让违法犯罪行为伤害力成倍“加
持”、让不特定群体随时可能受到伤害。面对
新形势下不断出新的制造新技术，网络制贩
新形式，还要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不断清其
源头，摧其网络，断其销路，让非法枪支爆炸
物在中国无容身之地。
斩断非法枪爆犯罪链条必须依靠齐抓共

管。非法枪支爆炸物的制贩、走私、销售等各

个环节涉及监管部门众多、流窜地域分散。经
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我国建立起公安部牵头，
24部门参加的打击整治枪支爆炸物品违法犯
罪部际联席会议，开展为期两年的专项行动，
就是要打一场协同作战的整体仗，通过完善
监管漏洞、拓宽线索收集渠道、推进行政执法
与刑事司法有效衔接，形成齐抓共管的合力。
铲除非法枪爆问题土壤必须实行源头

治理。要立足“缉枪”“治爆”“净网”，加大对
枪爆物品来源和“买家”的核查打击力度，紧
盯枪爆重点部位，建立枪爆从业单位常态化
安全检查机制，强化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安全
管理，最大限度收缴非法枪爆物品，全力铲
除枪爆问题滋生的土壤。
消灭非法枪爆祸患必须广泛发动群众。

要大力宣传非法枪爆物品的严重危害性，通
过建立举报重奖制度，调动人民群众积极参
与，以人民的名义打一场缉枪治爆的“人民
战争”。

日前，国务院大督查第一督查组
在对国家卫生健康委进行实地督查
时发现，医疗机构就诊卡太多、需反
复挂号、支付不畅等“堵点”仍影响就
医体验。
发现就医环节存在的一些“堵点”，
暗访是很好的一种途径。与暗访相对应
的是，解决问题要摆上台面，做好“明”
文章。摆上桌面，外人对解决的进度方
一目了然，就会形成有效监督，倒逼医
院和相关部门尽快解决。以“就诊卡太
多”为例，这个问题其实早就进入管理
部门的视野。很多地方也名义上推行了
“一卡通”，但部分医院就是抱残守缺，
不与其他医院共用一张卡。解决这些问
题，不能等待医院自己解决，因为医院
更愿意在拖延中得利。所以，必须把问
题解决在台面上，这样“堵点”才能真正
清除。 罗志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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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号异地补卡销户
宜早不宜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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