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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贵州黄果树瀑布出现特
级讲解员，一人一次收费 1800
元。网传的价目表显示，该景区讲
解员共分为初级、中级、高级和特
级四个级别，价格分别是每人讲解
一次120元、150元、180元和1800
元。特级讲解员的身份为专家教
授，其中一名女性讲解员名为娄
昭，专业为地理学；另一名男性特
级讲解员名为吴羽，专业为历史、
人文学。（8月17日《北京青年报》）

在讲解行业，一人一次收费
1800 元，确实算得上是“天价”。
但对于这个“天价”，我认为还是可
以理解的。这不仅仅是因为这两
位特级讲解员的身份为专家教授，
也是因为，一者，明码标价，童叟无
欺；二者，除了特级讲解服务，景区
还提供了120元、150元、180元三
种低价位的讲解服务。这种做法，
符合《价格法》之规定——“经营者
定价，应当遵循公平、合法和诚实
信用的原则”。

即使抛开明码标价、自愿选
择、童叟无欺不谈，从特级讲解员
的专家教授身份考量，一人一次收
费1800元的讲解服务也是对知识
的尊重。从新闻报道来看，相比普

通讲解员，特级讲解员在讲解过程
中会加入更多文学、历史、地理等
知识的介绍，还可以服务于多语言
讲解。可见，两位特级讲解员一定
要有扎实的人文、地理和历史方面
的造诣，也要有深厚的多种语言交
流能力。

从游客角度看，工薪阶层可以
聘请价格低廉的讲解服务，富裕者
也可聘请“天价”讲解服务，目前在
很多市场都是低端与高端产品共
存，以满足差异化的消费需求。因
此，景区出现“天价”讲解其实很正
常。有的游客外出旅游就是图个
热闹、放松身心，有的游客却是带
着探究心理上路的。贵州的地质
地貌本就奇特，多民族文化源远流
长，可以探究与讲解的知识确实较
多。作为景区而言，要吸引更多的
海内外游客，包括讲解在内的服务
必然要升级，有文化探究的高端需
求，当然要准备高端讲解服务。

目前，这种专业讲解员恰恰是
太缺乏了。景区是弘扬和展示自
然景观、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载
体，何不鼓励更多的专业人士为游
客提供讲解服务，更好地传播民族
历史文化？

广州近年最严养犬管理执法
整治专项行动于13日开启。记者
了解到，目前广州犬只登记率不足
50%，导致养犬管理一直难以推
进。此次行动不仅加大巡查力度，
对查到的无牌无证犬只，也将记录
在案，对拒不在规定期限内登记或
续期的，还将没收犬只，并处罚
款。（8月17日《羊城晚报》）

养犬给人们带来精神慰藉和
家庭温馨，已经成为不少人的一种
生活方式。然而，部分养犬人却不
遵守城市养犬规定，既不依法登记
也未按规定免疫，遛狗既不牵绳也
不清理狗粪，引发了不少邻里矛
盾，破坏了社区生活环境。可以
说，几乎每个城市都存在养犬“顽
疾”，亟待整治。

以广州为例，目前犬只登记率
不足50%，这意味着一半以上犬只
游离在政府管理之外。早在2011
年有关方面就披露，广州平均每天
约200人被犬只咬伤。因此，这次
专项整治行动很有必要。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是“最严”
整治。所谓“最严”体现在多个方
面，比如养犬不登记、不续期、携犬
外出不牵犬绳、饲养危险犬和禁养
犬等违规行为都被列为重点整治
对象。同时加大巡查力度，即主动
去发现问题，也值得肯定。

该项行动启动后，据说一些市
民纷纷为爱犬申请上牌，养犬登记
率明显上升。这表明“最严”整治
已经有所收获，随着整治行动推
进，尤其是部分违规行为被纠正，
相信更多市民会主动为爱犬登记，
文明养犬意识也会因“最严”整治
而提升。

不过，任何专项整治行动都有
期限，一旦行动结束，某些养犬违
规行为会不会反弹，这是让人担忧
的一个问题。因为整治结束后，巡
查力度很可能随之减弱，对违规行
为的处罚力度也可能不像整治时
期那么严，而部分养犬人恐怕也会
不再重视养犬规定。

也就是说，任何治理“最严”容
易持久难。相对来说，发起一场整
治行动比较容易，整治期间取得明
显效果也比较容易，但任何“最严”
整治都有结束的一天，整治结束后
还能否保持应有的监管力度，对城
市管理者是一大考验，这需要制
度、监督、投入等支撑。

广州最严养犬管理执法整治
专项行动的决心、力度和初步效
果，我们已经看到，也值得其他城
市借鉴。但长效治理怎么做，则
是个问题。可能有人会说，长效治
理就是落实《广州市养犬管理条
例》，但问题不是这么简单，制度是
否完善、体制机制是否理顺、治理
体系是否健全，都值得关注。

众所周知，养犬问题主要发生
在居民小区内，而监管部门多在社
区之外活动。在这种情况下，笔者
认为有效治理养犬问题，需要一种
长效机制，比如监管部门的触角深
入社区，与社区管理机构建立犬只
管理协作机制等。只有如此，才能
避免养犬问题在“最严”整治后出
现反弹。

时值暑假，清华、北大等高校
成为热门“旅游景点”。参观火热
及进学校困难催生了相关产业，有
机构在淘宝店叫卖“状元陪同参观
游览北大清华”，不需要排队就可
以进入校园参观，要价近200元每
小时。（8月17日《北京青年报》）

“状元陪游”项目中的状元头
衔，自然是个噱头。不过，通过由

“状元”噱头带动的“游客经济”，仍
然可以看到目前“名校游”的问题：
多数只是“求名”，而不是“求学”。

正所谓有需求就有市场，“状
元陪游”商机的出现，源于“名校
游”热情只增不减。每年暑假期
间，参观北大、清华校园的游客往
往是络绎不绝，但今年引发的问题
貌似要比以往多一点。原因就在
于，“名校游”以及随之而来的各色
夏令营的价格，已经越来越走向精
英化，门槛越来越高，限制自然就
会越来越多。于是就可以看到，在
游客不断涌向校园的同时，校门口
的“黑导游”、“黄牛党”、“偷渡客”
也应时而生。

本来，向往名校、追求高质量
的教育平台，对每个怀揣着上进心
的家长和学生来说，无可厚非。然
而，怕就怕一些人误解了“名校游”
的本质，将参观名校当成“到此一
游”，将一睹名校风采视为感受大

学精神，以为在北大、清华的校园
里走一走，就能感受到厚重的文化
内涵。殊不知，这不过是一场“快
餐式”的旅游观光和一门追求利益
的生意。其实，感悟大学文化内
涵，应该来自一场行走中的素质教
育，来自家长和学生的寓教于乐、
寓教于游。

“状元陪游”项目，让“名校游”
在这种商业气息中，渐渐变了味
道。一方面，如果真有北大、清华
的学生，选择这种方式给自己赚零
花钱，那么很明显，就是一种“自降
身价”的体现。另一方面，用金钱
堆砌出来的“名校游”，不过是一种
流于形式的浮华，学生和家长花钱
体验到的校园风光，以及所谓的大
学精神，也不过是商家有意营造出
来的“假象”。

有人将参观名校总结出三种
境界——看景、看人和感受内涵，
达到三种境界的最高层，其实才是

“名校游”应该有的样子。而“状元
陪游”，最终能给家长和学生带来
什么尚且不知，但可以肯定的是，
真正的大学精神不是一次说走就
走的旅行就能感悟到的。如何让
大学所承载的人文教化功能发挥
好，仅仅是将校园开放还远远不
够，改进家长和学生的教育观念才
是关键。

整治养犬，最严
容易持久难

可以肯定的是，真正的大学精神不是一次说走就走
的旅行就能感悟到的。

“状元陪游”
不过是一门生意
□宋 潇

要吸引更多的游客，包括讲解在内的服务必然要升
级，有文化探究的高端需求，当然要准备高端讲解服务。

景区推“天价”讲解员
无可厚非
□何勇海

继网络约车、共享单车、共享汽车
之后，“共享停车”也来了。近来，北
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在各自的地方停
车管理条例或规定中提出，鼓励发展

“共享停车”模式，允许一些单位或个
人将专有停车位对外开放，并通过移
动互联网平台进行分时出租，既增加
收益，也方便他人。不过，业界人士认
为，这一新模式要想发展壮大，还需要
政府和社会进行多方统筹。（8月17日
《经济参考报》）

停车资源紧张，目前是绝大多数
城市共同面临的问题，只不过程度有
别。这种局面的出现，汽车保有量增
速太快而停车场资源供给不足所形成
的总量矛盾，是主要原因。比如，我国
大城市小汽车与停车位的平均比例约
为1比0.8，停车位缺口总数超过5000
万个。

但也存在利用率不高和信息不对
称所带来的结构性矛盾。如一些停车
场的利用有着明显的时间规律，一般
是白天停车少，晚上才饱和，而一些停
车场则恰恰相反。那么，只要充分利
用“时间差”，即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
对既有停车场资源的挖潜，提升资源
的利用效率。共享停车概念着眼于
此，可谓找到了社会的痛点。

但理论上成立与现实操作往往是
两回事。相比网约车、共享单车等共
享经济，其至少在前期可完全进行自
发的市场探索，而共享停车的一个最
大难题，在于因涉及太多的环节与利
益协调，无法凭企业的一己之力就可
完成市场开拓，而需要公共部门同步
创造条件。比如，首先就涉及社会停
车资源的开放问题。这方面又分为两
部分，一是公共部门与事业单位的停
车资源。这就需要政府部门出面协
调、引导；另一部分则是一般居民小区
停车资源的开放，关系到居民意愿和
车位产权问题，不仅要进行利益协调，
更涉及相关政策的调整。

其次则是推广成本的问题。这包
括一些停车场的信息化改造和接入移
动互联网平台的成本分担，以及后续
涉及停车场、业主、互联网平台等主体
的利益分配问题，需要相关部门主动
介入，在吸纳社会意见的基础上，制定
相应规范。而考虑到停车资源的公共
属性，政府部门除了在政策上创造条
件，也可适当考虑给予一定的公共投
入，作为“购买”停车服务的一种方式。

共享停车的实质，其实就是引入
互联网技术，对于既有的停车资源进
行更高效的整合，在某种程度上，也可
以看作是“互联网+公共服务”的一种
延伸。只不过由于市场化平台的参
与，这个事不必完全由政府部门来“包
办”，而是可以让第三方互联网企业来
主导，公共部门则负责好利益协调与
规则的制定。当然，共享停车的效率
要实现最大化，还需要相关公共信息
开放的跟进。

目前，多个城市已经出台相关规
定，鼓励共享停车的发展，这无疑是个
积极的信号。只是由于该项行动牵涉
到的环节和利益主体太多，相关的政
策鼓励还必须要充分细化、有针对
性，做到有的放矢。在实施策略上，前
期可以优先考虑从机关事业单位的停
车资源向社会开放入手，与互联网平
台一起积极探索经验，并逐步扩大到
具备条件的居民小区。总之，相比其
他的共享模式，共享停车更加考验公
共部门的协调智慧，需要有足够的预
判和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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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海宁冯海宁

□朱昌俊

由于该项行动牵涉到
的环节和利益主体太多，相
关的政策鼓励还必须要充
分细化、有针对性,做到有
的放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