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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区购物无理由退货值得推广
因牵涉异地维权等问题，景区购物纠纷处理起来较为困难，既容易损害消费

者权益，也会让景区所在地的旅游品牌蒙上阴影。景区“七日无理由退货”制度假
如真能落到实处，可以有效化解此类问题，让消费者和景区实现双赢。

□本报评论员 王学义

七天无理由退货不再是网购的特权了。
近日，重庆市沙坪坝区在磁器口古镇和红岩
联线景区开展放心消费创建活动，首批有25
户商家试行线下七日无理由退货制度。这些
商家在店门口和店内醒目位置悬挂了承诺
牌，同时，还向消费者告知退货范围和退货
程序。（11月19日中新网）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规定的七日无
理由退货，自2014年实施以来已让热衷网购
的人们尝到甜头。当然，相关法条只适用于
网购，而不适用于实体店。而今，重庆沙坪坝
景区将这剂“后悔药”延伸到线下，对于消费

者而言无疑是一件好事。在今年3·15期间，
中国消费者协会启动倡导线下实体店无理
由退货承诺践诺活动，沙坪坝景区试行线下
七日无理由退货制度，可以说是对中消协倡
导的积极回应。
与普通实体店不同，景区商家试行线下

“七日无理由退货”制度又具有特殊意义。购
物是旅游中的重要内容，一方面，发现并购
买旅游地的特色物件，本就是一种乐趣；另
一方面，购物过程中也往往有诸多无奈，比
如冲动购物、被导游诱导、商家蒙骗等。因景
区购物而引发的投诉量，多年来一直居高不
下。其间，牵涉异地维权等问题，处理起来较
为困难，既容易损害消费者权益，也会让景
区所在地的旅游品牌蒙上阴影。
沙坪坝景区“七日无理由退货”制度假

如真能落到实处，可以有效化解此类问题，
让消费者和景区实现双赢。从报道来看，沙
坪坝景区已从本月初开始推行这一制度，至
今商家已为游客退货8起，金额4 . 5万余元，
收获了游客的点赞。有商家表示，“无理由退
货制度对我们商家是一种监督，只有诚信经

营，才能赢得顾客的信任，推动企业更好发
展。”这传递出的是一种好声音，让消费者看
到了商家的诚信，有利于构建双方的互信。
当然，沙坪坝景区“七日无理由退货”仍在试
点中，具体成效如何，还有待时间检验。其中
一些细节也需完善，比如，规范退货渠道，完
善监督模式等。
景区购物“七日无理由退货”具有一定

的推广价值。在互联网时代，很多商品价格
越来越透明，几乎一键可查，游客发声的渠
道也越来越畅通，点评成为非常重要的消费
参考，相关部门的监管也更为严格和到位。
这就意味着，景区商家再想通过信息不对称
来牟利，难度将会加大，而以次充好、强买强
卖等违法行为将付出更大代价。
中国已然进入全域旅游时代，游客的

消费体验越来越重要。在这种情况下，更多
的景区商家必须主动转型，告别一锤子买
卖式思维，通过创新来促进服务升级。“七
日无理由退货”不失为一种很好的方法，让
游客安心游玩、放心消费，生意也会越做越
广。

公交冲突大数据让我们敬畏规则 巷 议

11月18日，北京市丰台区教委发
布《丰台区戏曲进校园三年行动计划
（2019~2021年）》。《行动计划》提出，丰
台将在中小学幼儿园扩大试点，把戏曲
通识教育纳入课程，每学期不少于10课
时。此外，将重点扶持区内30所戏曲
教育特色学校。（11月19日《新京报》）
戏曲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艺术，也是

传统文化中的瑰宝，更是表现和传承传
统文化的重要载体。这样的宝藏，的确
应好好对待。然而，随着娱乐方式多元
化、传统戏曲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传承
正面临严峻考验。人才的断档，正成为
戏曲文化传承亟待突破的瓶颈。
“戏曲进学校”的确是一件美事，有
着多重利好。不过，真正要落到实处，仍
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比如，专业老师、
专业教材、经费问题和学生时间安排等
现实问题，都必须解决与协调好。戏曲
不仅要走进学校，还要“走得好”，而不
能始于喧嚣终于寂静。 龙敏飞

□李英锋

11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大数据研
究院发布“公交车司乘冲突引发刑事案件分
析”司法大数据专题报告。
2016年以来，全国各级法院一审审结的

公交车司乘冲突刑事案件共计223件。2017年较
2016年增长4.8%。最高法的这份数据从宏观和
微观的角度，对近年来因公交司乘冲突引发
的刑事案件进行了全面分析，向公众直观地
呈现了公交冲突的成因、危害、后果、发展态
势和各方责任，让人五味杂陈，引人深思。
数据并不冰冷，而是带着种种情绪和态

度，考问着人性、道德和法律的底线。数据也
并不“遥远”，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边，事关
每一个人的公交安全表现和责任，事关每一
个人的切身利益。
在NBA比赛中，会统计每名球员的场上

“正负值”——— 即球员在上场时间内，球队整
体比分的输赢情况，球员的综合表现好，对球
队的胜负走势影响大，“正负值”就高，反之就
低。在公交车上，每一个人也都有公交安全
“正负值”，也都影响着或都能影响公交安全
的走势。比如，一名乘客因坐过站问题滋扰了
公交司机，就减了分；乘客顾全大局，以其他
理性方式解决问题，就加了分……那么，在以
往的公交冲突中，大家的公交安全“正负值”
是多少呢？最高法的相关数据给出了答案，高
达六成的公交冲突是由车费、上下车地点等
小事引起，在223起案件中，出现乘客攻击公
交司机行为的案件过半，能够理性避让滋扰
的公交司机只占三成，能出手制止司乘冲突
的乘客只有一成，大多数乘客都选择了沉
默……显然，这些表现都是“减分项”。
我们都该认真读一读最高法发布的这些

数据，都该想想自己在公交车上有过怎样的
表现或会做出什么样的表现，都该算算自己
的公交安全“正负值”。只有每个人都绷紧公
交安全的弦，都敬畏规则和底线，都承担一份
必要的责任，都努力奉献“正值”，才能呵护好
公交安全，才能让公交冲突和隐患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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