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一”黄金周，重庆的张女士想带
72岁的母亲参加泰国游，却被告知母亲年
龄超标，要加收300元“年龄附加费”。“吃
的住的玩的都一样，同一个团为什么老年
人还要加收费用？这种收费是否合理？”带
着张女士的问题，记者走访调查发现，对
老人、小孩两类群体收取附加费，已是
“不成文的规定”。（央广网）

年龄附加费
事件回放

不管是高端旅游套餐，还是特价旅游
团，以市场方式赚取应得的劳动收入无可
厚非。但旅行社假特价团之名，行“信息
欺瞒”之实，把上路的游客当成被薅羊毛
的“花钱机器”实在不可取。

——朱 丹
旅行社收取“年龄附加费”应收之有

道，必须建立在游客自愿、同时确实能够为
特殊年龄段的游客提供健康、安全等方面的
个性化服务的基础之上，而不是给违法收费
寻找借口。

——刘 勋
旅行社收取“年龄附加费”，是一种实

实在在的价格歧视，旅游执法部门必须严格
执法及时处罚。

——唐 耀

议论纷纷

□叶 健

10月８日，京、沪等多个一线城市发布
网约车细则，面向社会征求意见。在这个事
关广大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上，主管部门广
泛听取各方不同意见，力求使最终落地的细
则能达到各方最大公约数，这一态度值得肯
定。（人民网）

本轮网约车新政策是开门立法的体现，
出台的细则本身就是多方博弈的结果。网约
车的有序管理，不仅涉及乘客的便捷出行、
传统巡游出租车和网约车司机的收入、网约
车平台的利益，更涉及特大城市的规范安全
运行、城市道路的承载能力、公交优先的政
策导向等因素。所以，对于网约车做出因地

制宜的规范，是保障网约车有序融入现代城
市交通体系的必要之举。

舆论普遍认为，从内容来看，各地对网
约车的约束较严。京沪两地对于车籍和司机
的户籍都有限定，私家车从事合乘也被限制
在一天两次。当然，对这些规定，在征求意
见期间，网约车各利益相关方仍可充分表达
意见。

与此同时，即使网约车细则最终落地，
也应留出修改的“窗口”。

以往，一些部门和地方出台的各种新政
策往往冠以“暂行办法”。但是，政策出台以
后却鲜见根据实际效果和客观情况及时做出
修订，出现了“暂行办法”一“暂”到底的
现象。

在大数据时代，政策的实施效果很容易

被量化评估。网约车作为“互联网＋交通”
的典型，众多运营数据都在后台可见。在地
方细则中，网约车平台的数据接入管理平
台，数据来源广，反馈速度快。主管部门易
于通过大数据分析及时评估政策实施效果。

可见，根据施政效果来灵活调整网约车
管理政策，是大数据时代政府应有的态度。
保持政策与时俱进，是政策生命力的来源，
更是实事求是的为政姿态。如今各地网约车
细则陆续出台，但是细则的修改条件尚不明
晰。开门立法之后似应充分集纳社会意见，
适时进行必要调整。

因此，给网约车细则留出修改的“窗
口”是必要的，而且这个“窗口”应该使网
约车各利益相关方都能够感受到清风的吹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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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杯白开水10元
明码标价就合理？

□李小将

10月1日，陈先生和朋友一行8
人来到江苏南通如皋一家名为“食在
皋”的餐厅。就餐后结账，4杯白开
水收了40元。10月7日，当地物价
部门人士称，餐饮收费由市场自行调
节，但须明码标价或提前告知消费
者，否则即涉嫌价格欺诈。当地消协
已关注此事。（《现代快报》）

按照当地物价部门的说法，只要
明码标价就是合理合法的，言外之意
一杯白开水定价10元合理合法，错就
错在餐厅当时没有明码标价或提前告
知陈先生。但问题是，一杯白开水定
价 10 元真的就合理吗？人们不禁要
问，这是一杯什么样的白开水，身价
竟然这么高？

按照这家餐厅负责人的解释，一
杯白开水之所以定价 10 元，除了成
本，还包含服务费，主要是茶位费和
餐具费。但陈先生并不认同这一说
法，相信大多数读者也不认同这一说
法。

外出就餐，绝大多数餐厅都给顾
客免费提供白开水，在约定俗成的环
境下，这家餐厅一杯白开水收费10元
到底合理不合理？相信大家心里都有
数，这也就不难理解缘何此举会引发
关注和热议，被冠以“天价白开水”了。

诚然，正如当地物价部门人士所
说，餐厅对商品定价由市场自行调
节，但餐厅定价也得遵循市场规律，
不能随心所欲，想定多少就定多少，
商品价格与价值应大体相符。

近年来，每逢重大节假日，总会
或多或少曝出各种“天价”宰客事
件：三亚“天价海鲜”、青岛“天价
大虾”和哈尔滨“天价鱼”等，结果
均以涉事饭店被整顿或罚款，相关负
责人被处理收尾。既然当地有关部门
表示已关注“天价白开水”事件，我
们就坐等结果吧。

网约车细则要留出“窗口”

无籽葡萄致不育 为啥这么多人信

10月9日，农历九月初九，是中国传
统节日重阳节。河北石家庄中老年公益相
亲会人潮涌动，近200名单身中老年男女
来到现场，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中新
网）

点评：家家都有老人，人人都会老，赞一
个！

□浩子

最近，葡萄无籽是因蘸了避孕药的谣言
让不少“吃瓜群众”心生恐慌，一些产区的
无籽葡萄销量甚至因此受到影响。幸好专家
及时辟谣，才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负面影
响。（人民网）

相信谣言的背后是非理性，但我们也应当
关注这非理性产生的原因。苏丹红、毒奶粉、
地沟油……这些年，农产品安全事件时有发
生，给不少消费者留下心理阴影。所以一旦有
关于食品安全的传言出现，不少人的第一反应
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确，开门七件
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农产品安全与每个人的
切身利益息息相关，随着消费水平的不断提
升，老百姓对农产品的健康安全更加关注无可
厚非。但是，为何一些无稽的谣言却让不少人
深信不疑？因为辨别谣言的确需要一定的专
业知识，但由于不少消费者对农业各环节的信
息缺少了解渠道——生产环节，使用了多少化
肥农药；运输环节，保鲜是否达到标准；加工环
节，有没有添加有害化学品，都不甚明了。在
群众最关心的话题上，真实准确、透明及时的
信息供应不充足，自然会让部分人因为信息饥

渴而轻信谣言。
应当说，消费者对于农产品安全的质疑，

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消费理念的进步。公众
对于自身权益的维护意识增强，也能起到一定
的社会监督作用，倒逼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提
高。但是，如果矫枉过正，一味捕风捉影，轻信
谣言，甚至传谣造谣，造成的社会危害则不可
小觑。

杜绝谣言，最根本的是要织密农产品安全
保障网络。提供安全农产品，让消费者放心，
应当是贯穿整个农业生产流程的理念，也应当
是参与者都必须恪守的准则。

杜绝谣言，还应减少信息的不对称。一方
面，政府增强信息发布意识，实行定期的信息
发布机制，减少因信息缺失造成的信任危机；
另一方面，帮助公众提高对于谣言的辨别能
力。增加公众的知识储备和科学素养，是科普
的重要任务。

此外，农业生产经营者也应注意提高生产
信息的透明度，让消费者获取产品在各个环节
的信息，这些做法都有助于消费者因为了解而
产生信任。

风险社会，牵一发而动全身。网络世界的一
句谣言，往往会牵动农民的生计，居民的餐桌。我
们必须多方发力，让真相跑在谣言的前面。

□薛建勇

记者网上搜索“济南月嫂培训”，发现许
多家政公司都提供短则7天、长则一个月的
月嫂培训，记者随机点开了一则广告，上面
写着“常年招月嫂学员，设立专业月嫂培训
班，专业老师授课，7天课程，理论和实
操，包教包会，学完合格后颁发《高级月
嫂》证书，全国通用，网上可查”。（新华网）

二孩政策全面放开后，又一波生育高峰来
临，月嫂行业高温不退，好月嫂更是“一嫂难
求”。然而目前市场上的月嫂甚至所谓的金牌
月嫂，其实并没有硬性的界定标准，也没有行
业通行标准。在高薪的诱惑之下，市场难免鱼
龙混杂。于是部分家政公司在从业人员匮乏
的情况下，大量招聘素质不高的外来务工人
员，通过短期培训并颁发证书方式速成，将其
包装成拔苗助长的高级月嫂。由于缺乏系统
培训和相关工作经验，难免出现月嫂能力和水
平达不到所宣传水准的情况。准入门槛低、培
训简单初级、从业人员素质偏低等是目前月嫂
市场普遍存在的问题。

不过，月嫂行业缺少的不只是职业规范和
培训标准，还有监管。要看到，政府部门对相
关从业人员和培训机构都缺乏起码的监管与
制约。另外，多数年轻父母缺乏育儿经验，同
时对月嫂市场缺乏了解，再加上部分人缺乏法
律意识，导致与月嫂在服务过程中产生矛盾无
法维权。这种状况之下，雇佣双方的利益都无
法得到保障。因此，乱象丛生的月嫂服务行业
亟须监管。

治理乱象丛生的月嫂市场，需要相关部
门明确监管职责，健全监管机制。首先，要
明确行业主管部门，统一行业标准，在促进
和规范月嫂服务业发展上更有针对性；其
次，规范培训机构，设置月嫂准入门槛，只
有通过正规培训、考试合格才能持证上岗。
同时，畅通监督投诉渠道，接受社会监督，
以利行业健康发展。

对于生养子女的家庭来说，月嫂直接关系
着小宝宝和新妈妈的身心健康。面对纷繁复
杂的市场，挑选合适的月嫂尤需谨慎。要加强

“职业化”意识，不用无证月嫂；同时也要对不
正规的培训机构和从业人员积极监督举报，让
监管形成合力，向不合理的市场乱象说不。

高级月嫂揠苗助长乱象亟须监管

10月7日，广东清远金子山风景区特
意为游客开设了“刻字林”，游客经过时
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与意愿，在竹子上作
画、刻字。（中新网）

点评：比较人性化，这个可以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