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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票明降实不降 问责必须有

网红菜市场是精细化治理样本

□张贵峰

近日，多地物价主管部门宣布降低
部分国有重点景区门票价格。截至目
前，已有314个景区降价或拟降价，其
中免费开放景区30个，降价幅度30％
以上的29个。此外，记者调查发现，
还有部分景区降幅不到5％，个别景区
通过各种手段明降实不降。（据新华社）

对于一些景区门票降幅有限尤其是
明降实不降做法，不仅社会舆论应当及
时揭露、曝光，而且相关政府监管部门
也应加强这方面的督查、问责。

更重要的是，必须从价格形成机制

的源头上彻底解决门票价格偏高问
题。国家发改委相关意见指出：一些
地方过分依赖门票经济，门票价格额
外负担过重问题突出；现行价格机制
对不合理定价行为有效约束不够，定
价科学性、规范性亟待提高，导致部
分重点国有景区门票价格水平被不断
推高。

早在 2009 年，记者就曾报道，各
大景点动辄一年数亿元的门票收入，却
遭受“雁过拔毛”：旅游集团公司留一
部分，上缴利税一部分，政府拿走一部
分，真正用到景区资源保护刀刃上的经
费寥寥无几，一些景区要拿出一大部分
经费“养人”……人员支出和日常公用

支出占了近三分之一。
要想破解明降实不降，确保门票价

格能真正降下来，关键还是要从“价格
形成机制”的源头上削减门票价格的不
合理额外负担，彻底改变门票收入被

“雁过拔毛”“大量经费用于养人”的畸
形局面。国家发改委相关意见已有明确
部署和要求，如合理界定成本构成，门
票定价成本应严格限定在景区游览区域
范围内维持景区正常运营所需的合理支
出，景区支出中依法应由各级政府承担
部分，以及与景区正常运营无关的支
出，不得计入景区门票定价成本；加强
景区收支监管，保证景区收入主要用于
景区运营所需合理支出等。

“一年一次体检”已成为不少人的健康保障标配。目
前，市场上的体检项目越来越多，有的价格动辄数千元，但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体检有过度检查之嫌，有的体检花了钱
却连已有问题都没查出，还有一些体检机构的医护人员资质
存疑，甚至有护士代替医生上岗的现象。（据新华社）

为了促进行业健康发展，体检行业亟需“体检”。首先
要明确政策规范，提高体检行业准入门槛，建立统一的服务
规范，明确体检项目的设置，取消一些不适用于健康检查的
项目。此外，单位和个人应摒弃“套餐越豪华、价格越贵越
好”的观念，根据个人年龄、性别、家族因素等综合考量选
择合适的体检项目，才能真正做到有效体检。

□李小将

9月23日，在黑龙江鸡西的一家
超市，一位老人买了8.8元的葡萄，排
队付款时，却被收银员告知这里不收现
金，只能用微信支付。“羞辱我老头不
会用微信？”大爷一怒之下拿起葡萄就
走，被保安拦住发生冲突。经过一番交
涉，老人最终用现金成功支付了货款。
（人民网）

随着移动支付的普及，绝大多数商

家热衷于支付宝或微信支付，之所以这
样做，是因为省去了现金支付过程中带
来的各种麻烦。

但我们应当看到，移动支付只是为
支付手段提供了一种选择而已，并非拒
收现金的理由。对于全国各地时不时出
现的拒收现金现象，前段时间，从中央到
地方，有关部门已多次发布公告和下发
通知，要求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格式
条款、声明、告示等方式拒收现金，并宣
布开展拒收现金行为专项整治行动。

然而从老人被拒收现金来看，在有

些地方，拒收现金行为专项整治开展的
还不够彻底，并没有落到实处。这家超
市被曝光后，临时增设了一个非现金支
付通道。亡羊补牢，犹未晚矣。对于有
类似行为的场所，真得好好自查一下。
同时，消费者要像老人一样，敢于向拒
收现金烦人行为说不。

直播要有规矩
隐私不容侵犯

□戴先任

“抱着买把韭菜的心走进菜市场，
没想到却拍了100张自拍照走出来!”
“家门口的菜市场比商场还好逛!”中秋
假期，杭州一家菜市场摇身一变成为网
红，不少“80后”“90后”争相和大伯
大妈们到此一起“打卡”。（详见本报昨
日14版）

菜市场是在城市生活所必不可少的
一部分。杭州这家网红菜市场的出现，
颠覆了人们对菜市场的想象，出乎人们
的预料：原来菜市场也可以这么美。菜
市场本来多是家庭主妇或退休老人的常
去之地，现在以居民“消费触觉体验”

为核心，打造出一个“设计标准化、场
所现代化、交易信息化、管理智慧化”
的菜市场，吸引了众多年轻人造访，让
菜市场成了“打卡之地”。

菜市场是最具生活气息的地方，通
过注重消费体验，突出生活气息，能更
好地满足公众的审美诉求，也能让菜市
场更好地散发出“城市烟火气”，从而
有助于提升市民生活质量，改善居民生
活环境。这一做法值得各地借鉴与推
广。这是城市精细化治理的样本。

菜市场并不会出现于城市的大街
上，而往往身处背街小巷。一些城市管
理者只注重城市的外在形象，而忽视了
城市的细枝末节。笔者认为，真正重视
民生问题，让城市变得更宜居，体现城

市精细化治理，就需要把菜市场、厕
所、背街小巷如同大街、重要建筑一样
重视。

当菜市场也能成为网红，当城市小
街小巷的厕所也能保持干净卫生时，会
给市民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希望网
红菜市场越来越多，城市不光要有表面
的光鲜靓丽，还要有内在的温暖与温
度，只有这样城市才会变得更加宜居，
市民更能感受到便利与舒适。

所以，看一个城市的现代化与宜居
程度，就需要多去城市小街小巷的厕所
及菜市场走走。当城市不仅有高耸的高
楼，有整洁的大街，还有无数的网红菜
市场、网红厕所，这个城市才能当得起

“金玉内外”的美誉。

□斯远

近日，有青果摄像头用户反映，家
里的生活被在网上同步直播。对此，青
果直播运营商易信公司相关负责人介
绍，公开直播由用户个人设置后，接入
直播平台。目前接到用户反馈后，公司
已暂时关闭所有个人用户直播。（详见
本报9月25日14版）

用户安装摄像头，原本是作为家里
的监控设备，“以备不时之需”，不料却
成了广场直播，以至于居家的一举一动
都毫无保留地呈现在大众面前。这其中
不排除有误操作的可能，消费者或许并
不知道完全开放就等于完全公开直播，
而关乎个体权益的提示文字又太不显
眼。

而平台想必不会不知道，直播用户
居家日常，已经触碰到公众权益的边
界，何为隐私权，何为可以公开的信
息，二者并不难区分。青果直播运营方
将隐私泄露的责任完全推卸给用户，并
不能洗脱自己的责任。可以说，平台的
这种设置本身就是在打擦边球。平台信
息显示，青果是基于青果摄像机的直播
互动平台。因此，用户在获得监控的便
利性同时，也面临着不可预知的广而告
之风险。

近年来，网络直播爆发式增长的同
时，各种违法违规行为也如影随形，网
络直播的空间与责任亟待厘清。从
2016 年开始，我国先后出台了多个涉
及移动直播业务的相关管理规定，如
2016年7月由文化部印发的《关于加强
网络表演管理工作的通知》 和 2016 年
11 月由国家网信办印发的 《互联网直
播服务管理规定》等。今年4月，全国

“扫黄打非”办作出专门部署，要求查
处违法违规网络直播平台，及时取缔地
下网络直播平台。

可以看出，对于网络直播这样的新
生事物，监管还是比较审慎和有效。相
关的治理措施，也着眼于及时规范、健
康发展。然而，也应该看到，仍有不少
平台并没有认真履行平台的责任，要么
是打擦边球，以逃避法律责任；要么过
于“逐利”，不愿在内容监管上付出太
多成本，甚至铤而走险，无视公众隐
私。

居家生活被直播，是该加重平台责
任了。对此，有必要加强惩戒，激活现
有制度和规定，以最严厉的监管迫使其
完善制度、厘清责任，提高违法成本，
杜绝侥幸心理。

要敢于向拒收现金说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