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奇葩险”须下狠手治理
■ 杨玉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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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冷评 “密薪制”不能成为“隐秘侵权”工具
■ 何勇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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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6 日 至 3 月 31

日，河南 226 家景区的首

道门票对游客免费。近两

年来，全国多地陆续推出

景区门票减免活动以提振

文旅消费。部分景区门票

免费后，收入不降反升。

目前，很多景区正在探索摆脱门票经济，大

力发展索道、攀岩、演艺、文创产品等多种二

次消费产品。（2月20日《工人日报》）

近两年来，全国多地陆续推出景区门

票减免活动。特别是部分景区门票免费

后，收入不降反升。可见，目前景区逐渐摆

脱“门票依赖”。

随着景区营销方式的不断创新，各地景

区的内在品质、文化内涵、服务质量等均得

到了不同程度的提升，为了体现“物有所

值”，其消费价位也应与景区的品质相匹配，

适度提高门票价格，似乎也是理所当然的。

问题是，景区门票居高不下，实质上是把中

低收入者的权利，用价格杠杆转让给了高收

入者，显然是一种不合理的现象。此外，设

置过高的价格门槛，是圈地意识作祟，增加

了旅游成本，自然会引起游客不满，景区等

于“作茧自缚”。

事实上，景区过度依赖“门票经济”，

不仅将影响到普通游客的利益，扭曲了资

本市场的配置作用，更可能使当地旅游行

业畸形发展。从长远来看，转变门票经济

模式，关键在于推动旅游业向休闲度假模

式转型。国内景区并非是完全无法摒弃

“门票经济”，杭州西湖就是一个典型例

子。从 2002 年 10 月起，杭州开始 24 小时

免费开放环湖公园，使西湖景区成为国内

唯一、也是第一个不收门票的 5A 级风景

区。西湖免费开放前，杭州一年的旅游总

收入是 549 亿元，而 2012 年这一数字达到

1191 亿元。可见，摆脱“门票依赖”的根本

之道，在于打造旅游“产业链”，促进二次、

三次消费。

换言之，景区免门票收入反增，是一

种正向激励。实践表明，国内一些景区

与其依赖“门票经济”，不如推进经济模

式转型，使产业链得到延伸，实行收入手

段多元化。实现景区经济价值，不在于

通过门票设定门槛，而在于通过吸引游

客拉动地方消费，继而提升旅游产业附

加值。

景区免门票收入反增是一种正向激励
■ 汪昌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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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谁天生一副铠甲
但你可以让自己无坚不摧

羡慕别人把日子过得风生水起，如

何活得自信有光芒？唯有迎难而上，强

大自己，才是不二法则。学会控制情绪、

找准人生标杆、保持专一专注、不必事事

争辩、不要盲目攀比、不要过度考虑、停

止自怨自艾、勇敢面对挑战……愿你活

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人民日报

日前，山东济南某企业员工小郑因“泄

露”工资单被开除一事引发关注。据小郑

介绍，自己在发工资当日因工资单被其他

同事看到，被公司以“泄露公司机密”定为

“一级违规”开除。小郑对处罚不满，要求

公司撤销违规认定并进行道歉和补偿。对

此，涉事企业回应称该员工在职期间违反

公司规定被处罚，且已承认相关事实并签

字确认，愿意配合有关部门调查。（2月20

日《北京青年报》）

眼下，薪酬保密制度已成为我国不少

公司的明文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因打听

同事工资被开除、晒工资单被解雇的事情

并不少见，最终被裁定为违法解除劳动合

同的案例不在少数，却撼不动“密薪制”的

江湖地位。

这是为何？正如一些用人单位所说，

实行“密薪制”，一方面，有利于单位根据员

工绩效的高低，提供差异较大的薪酬，提升

薪酬激励作用，有利于按劳分配。另一方

面，“密薪制”可减轻因薪酬攀比造成的员

工情绪不满、心理不平衡，有助于避免人员

不稳定，降低用工成本。

“密薪制”的上述所谓“好处”，是利用

信息不对称的优势，方便用人单位管理职

工，这种薪酬制度是为用人单位服务的。

但对于劳动者而言，他们不能缺乏劳动报

酬知情权，比如他们应该知道同工是否同

酬。事实上，近年来，薪资倒挂、分配不合

理的现象并不少见。

要论薪酬激励作用，“明薪制”恐怕比

“密薪制”更明显。以前许多单位采用“明薪

制”，大家看着报表领工资，一目了然，减少

了误传，增强了信任感。减少人员流失的关

键，恐怕不在薪酬保密，而在于薪酬等级、标

准完全公开，让员工清楚工资结构、自己所

处岗位等级以及所对应的薪酬标准等。

因此，薪酬保密制度必须遵循合理性、

科学性、完整性等原则，不能搞成“隐秘侵

权”。“家规”不可大过“国法”，“密薪制”不

能滥用，不能逾越法律红线，侵害劳动者合

法权益。

不开心可以，尽量不要生气

人的一生，路上颠簸不已，如果我

们不懂得爱自己，往往会很难坚持下

去。没有人喜欢委屈，一味地付出、讨

好、隐忍，最后换来的不过是更多不开

心的时刻。所以，把别人当成别人，把

自己当成自己。让爱自己，成为余生当

中最重要的一门课。但是，不开心可

以，尽量不要生气。

@新华社

买了“新冠隔离险”，要求理赔时被

告知，“已经被确定为中高风险区”的不

予赔付；买了分红型理财保险，10 年过

去了，发现拿到手的钱还不如缴纳的保

费高……记者近日调查采访发现，保险

套路多，文字游戏在保险销售中较为普

遍，夸大宣传、诱导投保、理赔难等问题

让不少消费者深受其害。（2月19日《法

治日报》）

类似的“新冠隔离险”看似实用，但从

根本上来讲，还是忽悠人的。“只要9.9元，

新冠隔离一天发150元”“隔离一天补贴

1000元，躺赚上千元”……而事实上，不少

消费者表示，买了此保险后存在被隔离却

无法理赔、理赔证明材料严苛无法提供等

诸多问题。而类似的“奇葩险”在现实中

并不稀缺。

对市场中出现的“奇葩险”不能小觑。

因为，一则，会让消费者的权益受损；二则，

也会扰乱市场秩序，让正规保险产品受到

影响；三则，也容易滋生不法行为的出现，

比如，套路个人信息谋取不法之利。

对“奇葩险”须下狠手治理。市场

监管部门要持续发力，既为保险产品创

新保驾护航，又要对不法行为给予有力

打击，切实维护好市场秩序以及消费者

权益。从投保人的角度来讲，也应注意

规避保险套路。最为基本的，要认清保

险销售行为合法与否。尤其是，须摒弃

贪图便宜心理。

此外，作为保险业来讲，推陈出新虽

可，但是应该恪守依法诚信底线。必须

坚守“保险姓保”的行业价值根基。

总之，对“奇葩险”不能放任，亟待加

强治理，下狠手治理。须认识到，保险销

售本身有其规范性的要求，保险法、保险

公司管理规定、人身保险业务基本服务规

定等都有着明确规定。这些规定唯有真

落地，才能够惠利各方。于此，对“奇葩

险”既需要行业治理，更需要社会共治。

“封口费” 王恒/漫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