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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之门外因职业，
建议记者莫参团。
把头迈进沙子里，
如此心虚为哪般。
口碑打造长久事，
行业乱象要纠偏。
接受监督多改进，
旅游市场才健康。
文/方知 图/王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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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谈巷议

据中国新闻网报道，如今，
国内不少景区将游客集散中心
与大门拉开一定距离，要进入景
区乘坐摆渡车几乎成为必选项，
这种情况引发了不少游客的吐
槽。以四川牛背山为例，游客接
待中心到检票口 15 公里，这段
30分钟车程收费300元，在不少
游客看来，这个价格并不合理。

景区提供摆渡车服务，本意
是为了方便游客省时省力进入
景区，如今，一些景区摆渡车却
变了味，异化为“宰客”工具。有
的景区停车场和大门、大门和核
心景区之间的距离越拉越远，年
轻人走着都累，更别提老人和孩
子。在这种情况下，不少游客不
得不选择乘坐摆渡车，直接加重
了游客的经济负担。

近年来，有关部门三令五
申，严格控制景区门票过快上
涨。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景区将
摆渡车当作新的利润增长点，希

望通过提高摆渡车的价格和上
座率，实现“堤内损失堤外补”。
事实上，这是错误的短视思维。
把摆渡车当成收益的主要来源
之一，不仅不会取得理想的效
果，还会引起广大游客的反感和
抵触。正确的做法应该是，降低
门票和交通价格吸引游客，丰富
景区产品和服务，进一步释放游
客二次消费的潜能。

令人欣慰的是，已经有景区
尝试提供低价或免费公共交
通。例如，鸣沙山月牙泉景区自
7月14日起往返车票由20元/人
次降至 5 元/人次。青海茶卡盐
湖景区，7月12日起一律取消茶
卡游客集散中心旅游环保观光
车 30 元乘车费用。有关部门应
对景区摆渡车乱象引起重视，在
依法监管和叫停“宰客”行为的
同时，积极引导景区纠正发展理
念，转变经营思路，摒弃强制消
费行为。（河南漯河 张淳艺）

生产日期不能躲猫猫
据媒体报道，记者走访上海多家超市，

发现一些瓶装厨房调料生产日期很难找，
并且有些生产日期看起来不清楚。生产日
期一直是消费者选购食品的重要指标之
一，也是厨房调料等必须标注的信息。食
以安为先，瓶装厨房调料清晰、准确、显著
地标注生产日期，是保障消费质量和消费
安全的重要手段。

虽然瓶装厨房调料都标注了生产日
期，然而消费者却常常碰到生产日期难以
查找的状况。这就颇像“躲猫猫”游戏，你
知道他在，却不知道他藏在哪儿。生产日
期不好找，势必会对消费者尤其是老年消
费者造成一定干扰。超市货架前，常常能
看到一些老年人一边扶着老花眼镜，一边
拿着东西翻转，努力找生产日期。

生产日期、安全使用期或失效日期等
重要信息，是消费者选购商品的重要标准，
理应以更醒目的方式呈现给消费者。让生
产日期更醒目，是企业应尽的职责和义
务。此外，相关部门还应进一步明确生产
日期的标注方式，让商家没有空子可钻。

总而言之，瓶装厨房调料生产日期
不能和消费者玩“躲猫猫”，要让老年消
费者也能轻轻松松地看清楚。（山西晋城
关育兵）

活到老学到老

贵报7月17日“家庭”
版刊登的《老岳父的抖音
生活》一文中，尽管包宏龙
的岳父今年已经八十有四
了，但依然勇于学习智能
手 机 ，甚 至 学 会 了 玩 抖
音。包宏龙的岳父称得上
是互联网时代的潮流老
人，我十分佩服他。进入
互联网时代后，我们这个
年纪的老人对这些新生事
物难免有些茫然，他为我
们提供了学习的榜样。（河
北石家庄 韩秀菊 85岁）

编辑欧阳继霞回复：
正所谓活到老学到老，无
论何时，每一个人都可以
拥有探索新鲜事物和追求
美好生活的勇气与信心。

景区摆渡车莫成宰客工具

云南部分旅行社禁止记者参团

据媒体报道，近日，一位新闻从业者在朋友圈爆料，自己在网
上团购预订一家云南旅行社时，因为持有记者证被客服建议不要
跟团。媒体向旅行社核实这一情况时，有旅行社客服人员表示其
确实不接待记者，也有旅行社称纯玩团对于记者身份没有限制。
当地文旅部门则回应称，已经介入相关问题的调查。

懂感恩的人必有厚报
从 山 东 济 南 到 甘 肃

定西，一场跨越 1300 公里
的视频会面 ，让人们为这
份双向奔赴的善意所感
动。这场会面缘起于某公
益项目近日收到的一个特
殊求助：“我们想找到好
心的山东爷爷王洪利，孩
子们今年都过本科线了，
老二考上了清华大学。我
们想给老人家报个喜。”

求助人是甘肃定西的
姜银霞。此前，王洪利老人
在看到“甘肃单亲母亲靠理
发养活三胞胎兄弟”的故事
后，与这个家庭结成了帮扶

对子，每个月给每个孩子
100 元钱，每年就是 3600
元,连续资助了两年。

屏幕的一端，姜银霞向
老人汇报了这个好消息，并
感谢老人曾经的慷慨解
囊。屏幕的另一端，99 岁
高龄的王洪利老人听说他
曾经帮助过的三胞胎过了
本科线，都能上大学了，不
禁开心地大笑起来。每个
月每个人 100块钱，单以捐
款的数额而论，并不算动人
心魄，但这种不忘恩情的态
度却格外暖心。老人献出
爱心，受助家庭回馈感恩，

观看视频的网友们共情温
暖，善良在此刻回响，善意
在不断流动，人们共同见证
了爱的传递。

老 人 做 好 事 不 求 回
报，捐助之后拂衣去。受
赠者不忘恩情，时隔多年
来报喜。这个美好的故事
到此并未完结，通过“励志
学子追梦计划”,三兄弟获
得追梦奖学金，帮助他们
走入大学校门。三兄弟对
于未来都有着自己的规
划，老二将在清华大学就
读机械航空与动力专业，
带着爱心与祝福踏上理想

之门与未来之路。相信他
们在承载着这些爱意的同
时，会更有向前的动力，终
有一天会从受赠者变为赠
与者，在学成之后用自己
的方式回馈社会。

于捐赠者而言，尽管付
出并不是为了求取回报，但
付出能够被人记得，始终是
一件令人开心的事情。如
此便是一种良性的循环，让
人世间流动爱与温暖。日
常生活中，还有很多参与公
益助学的银发身影，希望这
些善意被看到，愿爱心皆有
回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