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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最多购物一次”是开错了药方
□张立美

日前，云南省旅发委下发关于《云南省推进旅行社跨界融合发展组建旅

行社集团实施方案》的通知，将积极鼓励旅行社延伸旅游产业链，方案特别

要求，旅行社购物次数每天不得超过1次，购物时间每次不得超过90分钟。

（12月13日《春城晚报》）
云南省出台《云南省推进旅行社跨界融合发展组建旅行社集团实施方案》，

规定“旅行社购物次数每天不得超过1次，购物时间每次不得超过90分钟”，出

发点不难理解，是为规范旅游市场秩序和提升旅游服务质量，避免强制购物事

件发生，杜绝低价团费的“购物团”。但从治理旅游强制购物的成效上来说，“每

天最多购物一次”的规定恐怕是开错了药方，甚至可以说是在乱开药方。

根据新《旅游法》的规定和精神，只是禁止强制游客购物行为，并不禁止

游客自由自在、自己愿意的购物行为，这与每天安排几次购物，以及每天的购

物时间有多长之间并没有直接关系。换句话说，不是每天多购物几次或者购

物时间长一点就不合法，就不符合游客意愿，相反，即便每天只购物一次，每次

购物时间很短，但只要是强制购物，逼迫游客购物，游客不购物就不行，依然不

合法。从这个角度说，“每天购物最多一次”的规定，实质上没有弄清楚自愿购

物与强制购物的界线。再者，在旅行团种类上，既有零团费、低价团费的“购物

团”，也有高团费的不带任何购物环节的“纯玩团”，还有大量费用中等的玩中

带有购物的普通旅行团。按照“每天购物最多一次”的规定，各个旅行团都会

调整、优化购物环节，极有可能在操作中沦为每天强制购物一次，每次强制购

物时间不超过90分钟，毕竟云南省旅游行业存在的购物问题主要是法律不允

许的强制购物行为。而且，所去的购物场地将是价格最昂贵、回扣给得最高的

地方，而不是与旅程更配套、更协调的购物场地。

要提高旅游服务质量，打造旅游口碑，不是简单的限制旅游购物的次数

和时间，而是要彻底杜绝强制购物行为，这既需要理顺旅游市场，也需要旅

游主管部门加强监管，严惩强制购物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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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I CHANG DAO非常道
“罚看远光灯”
属于暴力执法

□郭元鹏

SHI XIANG ZA TAN世相杂谈

厅官“裸奔维权”
露出“老虎的屁股”
□汪昌莲

在公众以为“厅官城管握手言和皆大欢喜”之后，事件再

现波澜。12日，一则文章及多段监控视频在网上传开，证实毕

国昌当天在自行车与衣物被城管扣走后，并非“裸奔”，而是打

车前往市政府，并在其间回过一趟家。毕国昌12日承认自己

存在说谎行为并向公众及媒体道歉，并称网曝监控视频“是用

公权力欺负个人”。（12月13日《京华时报》）
事实表明，厅官“裸奔维权”，又是一部剧情逆转的“狗血

剧”。原来，厅官向公众和媒体撒了谎，其并未“裸奔”，而是故

意“只穿短裤”，并请路人拍下“裸奔照”，再乘出租车去市政府

投诉城管。其目的很简单，“裸奔维权”更具视觉冲击力，可以

“把事情搞大”，让本来社会形象不佳的城管部门，置身于口诛

笔伐的风口浪尖上。显然，厅官达到了目的。

然而，厅官“裸奔维权”的假戏演得再像，却也未能逃过监

控摄像头的“法眼”。退一步讲，即便是“裸奔维权”是真的，也

不可取。必须承认，厅官违章停放自行车，本身有错在先；虽

然城管在当事人不在现场的情况下，扣走违章者自行车与衣

物，在执法上缺少人性化，但厅官也不至于如此恼羞成怒，更

没有必要演一出“裸奔维权”的假戏，让城管下不了台。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假戏被揭穿后，厅官一边为自己

的欺骗行为向公众及媒体道歉，一边却仍对城管不依不

饶，并将假戏曝光迁怒于监控设备，称“是用公权力欺负个

人”，表明其道歉明显缺乏诚意。相反，其违章停车，拒不

接受城管处罚，倒是存在利用退休厅官身份欺负城管之

嫌。殊不知，其演一出“裸奔维权”的假戏，反而露出了“老

虎的屁股”。

厅官“裸奔维权”事件，值得多方反思。首先，官员退

居二线后，也应洁身自好，不能将“权威”进行到底。同时，

官员权益受损，也应该依法办事，不能任性维权。再者，在

现实生活中，我们不想看到城管欺压群众的场面，但我们

同样不愿意看到城管被社会各界“围殴”的场景。

近日，有微博网友爆

料：“在湖南长沙，一位司

机因为在城区道路行驶

时乱开远光灯，被交警罚

其看灯一分钟。”一张疑

似车主现场受罚看灯的

照片也在网上流传，图文

引发网友热议。（12月13
日央广网）

对于“罚看远光灯”

这样的执法形式，很多网

友甚至觉得罚看一分钟

远远不够，应该受到更重处罚，让“罚看远光灯”成为不文明驾驶员的伤痛，

才能有所悔改。这样的想法和观点，存在问题。“罚看远光灯”灼伤的不仅是

不文明驾驶员的眼睛，还有法律的眼睛，以及执法的底线。

大多数人都对乱开远光灯深恶痛绝。这是因为乱开远光灯危害无穷。

笔者就曾经遇到过这样的事情。一位驾驶员乱开远光灯，导致逆向行驶的

一位驾驶员将汽车开进了路边的河沟里。鉴于乱开远光灯的危害，加大对

这种行为的查处和打击力度是需要的，但是，执法部门的“罚看远光灯”实

际上就是粗暴的以恶制恶。不文明的驾驶员错了，执法人员何尝没错？

首先来说，“罚看远光灯”不符合法律伦理。尽管说，对于乱开远光灯都

是深恶痛绝的。问题是，有哪一条哪一款法律规定可以用这样的办法惩罚

驾驶员？执法需要严谨，执法部门不能和不文明的驾驶员处于同一个素质

低下的层面。往小了说，这是执法者素质低下，往大了说这其实是对法律的

藐视。执法需要授权。既然法律没有给执法人员授予“罚看远光灯”的执法

权，执法人员就不能胡来。

其次来说，“罚看远光灯”还是一种危险的行为。远光灯的刺激是很明

显的。监管部门也经常在媒体上进行提醒，说是看远光灯 30 秒，就会导致

视觉出现问题，出现误判。既然看远光灯的危害如此之大，“罚看远光灯”也

就会是十分危险的。当这些不文明的驾驶员被“罚看远光灯”之后，就会给

视角造成伤害。这个时候，假如接受处罚之后，他们就开车上路了，如果因

此发生了交通事故，该由谁负责？执法不是用不文明应对不文明，不是用暴

力应对暴力，更不能采用以恶制恶的粗暴手段。

笔者以为，加强对乱开远光灯的处罚是需要的。但是，一定要采取合适

的手段。既然乱开远光灯的危害如此之大，我们的监管部门何不将其纳入

“扣分”的管理范围。就像查处酒驾、醉驾、毒驾一样，对乱开远光灯的行为，

也实施扣除一定的驾驶分数的办法。 小学生“周末太忙”
令人辛酸
□郭文斌

“春天到了，风轻轻地吹着……我面前这乌黑的大钢

琴，像一个严厉的老师架在我面前……门已锁死，我可不

想面对他们。”最近，九龙坡区第一实验小学六年级的小涵

同学写了一首诗，引起了许多同学和家长的共鸣。诗的名

字叫做《没有钥匙的星期天》，小涵告诉记者，自己最近要

考钢琴六级，周末除了画画和奥数，中午还要抽时间练钢

琴，整个周末都很忙碌。（12月13日《重庆时报》）
小学生因为“周末太忙”，有感而发成为“诗人”，这实

在不是什么幸事，一个小诗人在“重压”之下出现，这难道

是诗之幸？小学生“周末太忙”还真不是什么新鲜事，如

今，有多少小学生是能够优哉游哉地玩耍的？

小学生为何深感周末太忙？一方面是忙做作业，周末

两天，作业一大堆，做几个小时是常事，调查表明，有58%的

学生花在作业上的时间为 3 个小时以下，有 42%的学生作

业时间在3个小时到半天之间；另一方面是忙于参加各种

培训班，什么画画、奥数、乐器等等，有的小学生周末两天

要上好几个培训班，岂能不忙？

小学生参加培训班也不全是坏事，关键是要精，还要符合

孩子的兴趣，可许多小学生上的培训班却是被父母强加的。而

家长之所以要求孩子学这学那，无非是因为太过于功利，孩子

有“一技之长”，长大之后能够拿得出手，能有更多展示自己的

机会，这是家长的“远虑”，却不是孩子所想要的。有时候，家长

的这种操心是多余的，如果孩子有兴趣，长大之后也可以学，毕

竟不是每一个孩子都要成为音乐家、歌唱家的。

小学生本是无忧无虑的，但在功利教育的追逐下，小

学生也变得很忙了，不仅上课期间忙，连周末也很忙，这恰

恰不是什么好事，因为这并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也不

利于孩子的学习。

小学生“周末太忙”，看了让人辛酸，小学生有必要这

样忙吗？

男孩不想妈妈生二胎：
你要是敢生我就敢死！

近日，一段男孩要求

妈妈不生二胎的视频走

红 ，男 孩 边 哭 边 控 诉 ，

“妈，我今儿就把话撂这

儿了，你要是敢生二胎，

我就敢死！”“我不想要

弟弟妹妹，你们把爱分

给弟弟妹妹更多，就不

爱我了……”

@贵阳晚报

加班别过度，
身体更重要……

广州 35 岁白领刘起

炎接连被查出甲状腺癌

和白血病。刘起炎是“加

班狂人”，每天工作到晚

上11点，只为改善家人生

活条件。“只有生病后才

知道，‘一寸光阴一寸金’

是指珍惜与家人共处的

时间”。加班别过度，给

你关心的人多提醒。

@人民日报

有干部抱怨要查每个人
都有事 中纪委：太荒谬

“要查，每个人都有

事”“比这事大的有的是，

纪委该先查他们”……针

对部分干部如此抱怨，中

纪委日前发表文章指出，

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形

势下，一些党员干部不适

应小错得咎、小过受惩，

不是去反思自己所犯的

错误，而是反过来抱怨组

织；不是向先进学习、树

立道德高标准，而是自甘

在泥潭里打滚与腐败分

子比较，这种在潜意识里

的“比烂”可谓荒谬至极。

中财办副主任:
中国需再建10个
类似北京中心城市

12 月 12 日 ，在 重 庆

举行的一场智库论坛上，

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

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指

出，“北京城市病问题的

根源是集中了太多非首

都功能，若把企业总部、

医疗高地、最高学府等功

能转移，自身城市病解决

的同时也能促进其他地

区发展。”

杨伟民表示，中国要

解决北京这样特大城市

存在的城市病，需要再有

十个类似北京这样的中

心城市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