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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外地旅游，就像通过滴滴叫
车一样，手机下单，找个当地人陪
玩。记者近日调查发现，如今，这
样的“共享旅游”模式在福建厦门
市已悄然流行，尤其是在到处有

“熊孩子”出没的暑期。（7月18日
《海峡导报》）

共享经济的美好不仅在于自
行车等器物，而且在于开放包容、
互利共赢的“精神之美”以及建设
一个低成本、高效率社会的“价值
之美”。共享经济尽管存在着一些
短板与不足，却也改变了许多人的
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

在物质生活渐次丰盈的今天，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成为一
种普遍的利益诉求与情感需要。
从一个熟悉的地方来到一个陌生
的地方旅游，不可避免会面临着一
些现实的困境。哪些景点更值得
游览、交通出行怎样便捷、有哪些
特色小吃值得体验，让旅游更加顺
畅、更有品质，往往离不开外部的
支持。

不是每个游客在旅游目的地
都有亲戚朋友，也不是每个游客都
愿意去麻烦他人，为游客提供差异

化、个性化的“专职陪玩”，就找到
了生存空间。“专职陪玩”依靠自身
优势，能够让雇主规避游客最集中
的时间与地段，让游客吃上当地人
爱吃的本地菜，让游客少走冤枉
路；游客获得了更加优质的旅游体
验，“专职陪玩”也获得了不菲的回
报与激励。

在社会分工日益专业化、精细
化的今天，“专职陪玩”的出现很难
说不是一种必然。传统导游与游
客之间，通常是“一锤子买卖”，让
一些导游千方百计进行利益变现；
与之相比，嵌入互联网的“专职陪
玩”则纳入了评价机制，得到的“好
评”越多，将来的生意越好。“干得
越多，干得越好，收入越多”，当劳
动者得到足够的激励与回报，他们
才更有干劲。

在人的不确定因素增加的风
险社会，“共享旅游”固然有美好的
一面，也有需要风险防范的另一
面。一旦“专职陪玩”上演“变形
记”，游客难免“很受伤”。作为一
个新生事物，只有将“共享旅游”纳
入专业化、规范化轨道，消费者的
合法权益才能得到更好保障。

四川首批历史名人出炉，有关
历史名人故里的话题再次引起关
注。类似的话题在近年来并不鲜
见。这份“四川历史名人”名单中
包括大禹、李冰、落下闳、扬雄、诸
葛亮、武则天、李白、杜甫、苏轼、杨
慎10人。相关报道指出，其中的
大禹、武则天、李白等人都“出生于
四川”。但据了解，这几位名人的
出生地在史学界其实还颇有争
议。（7月18日中新网）

我国历史悠久，历朝历代名人
也是层出不穷，几乎每个地方都有
历史名人，毕竟几千年下来，多多
少少都会诞生一些名人。随着社
会经济发展，吃历史名人饭也成为
一种时尚潮流。如果有历史名人，
就会给当地增光添彩，吸引无数粉
丝前来瞻仰，带动旅游经济产业发
展，可谓是一举多得的美事。对

“历史名人故里”的争夺，也就变得
异常激烈，各地纷纷举证自己才是
真故里，指责对方造假，谁也不肯
退让，令“历史名人故里”之争陷入
胶着状态。

由于古代朝代更迭频繁，地名
变更非常频繁，又有部分地方重
名，加上缺乏详细史料物证，导致
部分名人故里难以考证。有些名
人流动性也很大，在这住几年，在
那住几年，如果没有详尽的记载，
就会陷入迷失状态。因此，很多历
史名人的出生地到底是哪里，都因
证据不足而存在着很大争议，给

“历史名人故里”之争留下了空间。
类似大禹、李白等尽人皆知的

历史著名人物，其知名度太大，无
论哪一个地方争夺到故里之名，就
意味着背后巨大的文化价值和商
机，自然成为各地争夺的焦点。由
于各地争夺“历史名人故里”目的
不单纯，主要是从旅游开发角度来
考虑，过度看中经济效益，往往牵
强附会，拿一星半点的文献资料、
野史记录、民间传说佐证，试图把
名人与地方连接起来。

如此做法，实际上违背了历史
的真实原则，导致“历史名人故里”
之争走向歧路，偏离历史考证方
向，甚至因各不相让，肆意攻讦对
方，而沦为意气之争。近些年来，

“历史名人故里”之争乱象频生，不
仅李白、诸葛亮、朱元璋等屡屡成
为各地争夺的对象，甚至连西门
庆、孙悟空这些小说、传说中的人
物都被“考证”出故乡在某地，实在
有些走火入魔了。

从科学角度而言，一个人的出
生地具有唯一性，挖掘探索历史名
人故里，本身对于历史研究具有重
要的史学价值，可以藉此了解名人
的出生、成长经历，以及当时的风
土人情、历史背景等。但这些都要
立足于真实可靠，如果仅是妄自猜
测，拿一些缺乏权威性的史料，强
行戴在名人头上，不仅是在亵渎历
史名人，也是在破坏历史真相，妨
碍历史研究。

因此，“名人故里之争”可以
有，但要遵守规则，以真实史料、文
物遗迹等为基准，别拿不靠谱的野
史、民间传说等糊弄人。而且，要
淡化经济效应，尊重历史真相，避
免干扰歪曲历史。

贵州将于2017年7月18日至
9月15日，对重庆市、福建省、浙江
省、江苏省、湖南省、湖北省、陕西
省、江西省、安徽省、广西壮族自治
区等10个夏季高温城市所在省份
居民推出门票挂牌价5折等避暑
旅游优惠政策。（7月18日《珠海特
区报》）

按常理来讲，暑期是旅游旺
季，一些景区会借机涨价赚个盆满
钵满。然而，贵州省却推出门票挂
牌价5折等避暑旅游优惠政策，不
由得令人大跌眼镜——有钱不赚
是不是有点傻呢？其实，旅游门票
让利于民彰显一种发展胸襟与智
慧，减价赢得旅游好品牌比涨价赚
取金银更为可贵。

长期以来，在门票经济发展思
维的主导下，一些旅游景区往往只
重视坐收门票，在旅游品牌和营销
策略方面做得不足。例如，本是暑
期主打的学生流、亲子流，因为考
虑到门票旺季涨价的因素，一些游
客存在着惜游的心理。

旺季门票打折，是一种逆向经
营策略，超出了游客的心理预期，
必然赢得各方叫好。拿贵州的这
次旅游营销来讲，在特定的时间
内，针对十个夏季高温城市所在省
份的游客，推出避暑优惠游，并在
公路、航空等交通方面给予价格实
打实的优惠，这种为游客周全细心

关怀的设计与行动，拉近了与外地
游客的距离，浓浓亲情的体贴抓住
了游客的心，从而让公众体验到贵
州旅游的独特魅力。

旺季门票打折无疑是走出旅
游门票经济的一次华丽转身。门
票经济的短视与畸形已制约了旅
游业更大的发展。想游客之所想，
给予游客更多的实惠，让游客享受
到价廉物美的服务，这才是旅游经
济的本真内涵，也是旅游业可持续
发展的必由之路。

从某种角度来讲，旅游业是个
综合产业，不能仅仅以门票收入来
论“英雄”。旅游业能带来多业的
发展，诸如餐饮、住宿、交通、文化
等服务行业。因此，我们也可以把
旅游业称之为“酵母产业”，其能让
与之相关的行业“兴奋”壮大。

旺季门票打折，看似吃亏的招
数，却能带来人流、物流和财富流，
这种集聚效应不仅可以将门票折
扣弥补过来，而且带动的消费是无
法估量的，因而这是一种小亏大赢
的策略。更可贵的是，旺季门票打
折还能推动旅游的诚信营销，提升
旅游的美誉度，推动旅游人文品牌
的建设，这对旅游业的发展升级都
是非常有益的探索。

期待贵州的“旺季门票打折”
为旅游业的健康发展带来更多的
活力源泉。

名人故里之争
别“走火入魔”

从某种角度来讲，旅游业是个综合产业，不能仅仅以
门票收入来论“英雄”。

旺季门票打折
是一种发展智慧
□郑 文

在社会分工日益专业化、精细化的今天，“专职陪玩”
的出现很难说不是一种必然。

“共享旅游”，
相信美好也不能忽视风险
□杨朝清

7 月 16 日，北京首都机场发生
“乘客逃票登机”事件。当日，一名没
有买票的4岁儿童在首都机场成功
登上飞往上海的飞机，后被乘务员发
现，整机乘客被要求下飞机，最终导
致航班延误5个多小时。对此，民航
局航空安全办公室相关负责人回应
称：经调查，五名旅客系两名成人和
三名儿童。旅客均是首次乘坐飞机，
误以为 1.2 米以下儿童不用购买机
票，无故意逃票行为，不构成违法犯
罪行为。（7月18日澎湃新闻）

随着更多信息被披露，引发舆论
哗然的“儿童逃票登机”事件，其全部
真相几近呼之欲出。从最初的网友
曝“大人掩护小孩逃票”，到如今民航
局官方回应“无故意逃票行为”，此事
的定性似乎悄然间已发生了变化。
就此而言，它也许并不是一个有关

“熊孩子，坏家长”的离奇故事，但却
仍旧是值得公众抱以最大关注的意
外个案。

诚如各方所一再质疑的，一个没
有机票、未经查验有效乘机证明的儿
童，居然能通过三道关卡成功登机，
这其中所暴露出的安检漏洞和安全
隐患何其严重？需要追问的是，涉事
家长到底有没有故意掩护无票小孩
登机？如果确有“掩护”，那么所谓

“因不知情而犯错”的说法显然难以
成立；如果没有“掩护”，那么安检环
节未能检出异常难辞其咎……

对于这样一起情节诡异的“事
件”，善后处理必须彻底调查、严肃追
责，方能真正平息争议。在我看来，
这理应包括两个方面，其一就是主管
部门对机场安检的倒查。严重“漏
检”到底谁是责任人、该受到何种处
罚，都该明确说明才是；其二，则是航
空公司对肇事乘客的追偿。尽管民
航局认定涉事旅客“无故意逃票行
为，不构成违法犯罪行为”，但这却并
不影响航空公司向他们要求相关民
事赔偿。

最新消息是，涉事航空公司已允
诺，将向因此事误机的乘客赔偿200
元。这一做法，无疑符合相关合同约
定和行业惯例。事实上，横向比较而
言，航空业可说是现代社会中规则体
系最为完善的行业之一。无论服务
提供商、消费者还是监管部门，按说
都能很容易厘清自身的责任和义
务。这种“各归其位、各安其分”局
面，有效降低了航空业运营的整体成
本。然而，疑似儿童逃票之类的事
情，还是又一次提示了规则“失误”所
必然会造成的利益损失。

“误以为1.2米以下儿童不用购
买机票”，这种情况真的可能存在
吗？在绝大多数人都已对航空运输
的基础规则心知肚明的大背景下，如
何实现“规则”对老年人、首次乘机者
等小众群体的有效渗透，已然成为迫
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于此，固然要
有赖于一般性的规则宣传，却更要在
对个案的处置、追责中示范规则。就
此而言，备受关注的“儿童逃票登机”
事件，显然应该借着其所聚合的舆论
热度，进一步以行动重申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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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业可说是社会中
规则体系最为完善的行业
之一。然而，疑似逃票之类
的事情，又一次提示了规则
“失误”所造成的利益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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