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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与说明

本报谨就以上错误和
疏漏向读者和相关单位、
人士致歉。
挑错热线：010-67106710
栏目编辑：李赛

【文字更正】
1.4 月 4 日 A02 版

《一篇论文何以逼辞一
位总统》（校对：付春愔
编辑：王华）一文，第 2
栏第 2、3 行“决定撒销
总统的博士学位”中，

“撒销”应为“撤销”。
2.4 月 4 日 A05 版

《营养土“上岗”保水
剂“发威”》（校对：何
燕 编辑：陈娜）一文，
第 1 栏第 3、4 行“是大
沙河的冲击平原”中，

“冲击平原”应为“冲积
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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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论

不能纵容景区票价上涨无度
各地景区门票价格集体上涨，这些涨价合理与否，公众并不充分知情。在新一轮景区票价上涨之际，有

关部门也应该来一场清查，看看其中有多少属于违规上涨。

来信

节假日机场快轨
能否多发车

4 月 2 号机场高速路上
出现车辆碰撞，造成了交通
拥堵。一些乘客为了赶飞
机，在机场内外出现了几百
人奔跑的“壮观”场面，还有
人因此误了航班。

机场高速路是出京乘
飞机的重要通道。虽然开
通了第二条高速路，但如果
在某些特殊路段因事故而
堵塞，也难免进不去出不
来，望路兴叹。而即使没有
发生交通事故，在节假日或
特殊时段，发生短时拥堵的
情况也并不罕见。

所以，笔者认为，除了
完善路网、加强管理、提倡
安全行车、提高处理事故的
能力外，应该提倡更多乘坐

机场快轨出行。
目前机场快轨的车次安

排，是以不发生拥挤、且每个
人都有座位为标准的。如果
乘坐的人多了，增加班次和
车厢数量，也都是有潜力和
余地的。而如果乘快轨去机
场的人多了，高速路上的车
辆或也会有所减少，道路的
拥堵情况也会适度缓解。

依据个人经验，笔者希
望机场快轨能发挥更大的
作用，也希望有关部门能依
据客流量及时调整车次和
车厢数，特别是在节假日。
这样才会更方便市民和各
地旅客出行。

□潘璠（职员）

谁来给老胡同
注册商标

据《新京报》报道，北京

的一些有价值的品牌和地
名，常常会被人盯紧抢注商
标。市工商局局长杨艺文
说，今后，类似“南锣鼓巷”
这样的各区县公共历史文
化资源，工商部门要主动引
导其申请“商标”。

老北京有很多知名的
街区、景点，历经多年的文
化积淀，已深深地打上“京
味”的烙印，融入市民的文
化记忆中。可以说，每条胡
同的名称，都有一段故事值
得回味。近年来，许多胡同
已被商人抢注，被用以商业
开发。而今，工商部门欲引
导区县对胡同主动申请商
标注册，初衷虽好，可由谁
来申请，却还不明晰。

其实不妨由各区县的文
化主管部门来统筹这项工
作，统一调查、统计辖区内的
胡同数量及名称，然后集中

申请胡同名称的商标注册。
给老胡同注册商标，宜

早不宜迟。只有早些给胡
同名盖上商标注册的“金钟
罩”，才能让胡同文化得到
更好地保护、继承。

□舒心萍（市民）

女童如厕算什么
“重大安全隐患”

近日，广州市民夏女士
发微博称，三岁女儿上学时
嚷着肚子痛，要上厕所。因
找不到公厕，夏女士便向附
近的天河区法律服务大厅
借用厕所，却遭工作人员拒
绝。广州市司法局官方微
博回应：“那是办公区域，不
是公共厕所，如果每个人走
到那里都说肚子疼，借厕所
用，就存在重大的安全隐
患”，但后来又删帖道歉。

街头内急，很难进政府
大楼解决，因为门卫把关那
叫一个“严”。非但不易进，就
算进了，登记求证，手续繁琐。

可以肯定的是，足够的
开放，是公共机构应有的气
度。高校图书馆该如此，政
府 机 构 更 不 应“ 关 上 大
门”。认为外人进入是增加
隐患，实为衙门思维在作
怪。把普通百姓视作“闲杂
人等”，不肯让他们占用资
源，是一种傲慢。

事实上，民众并不在乎，
是否能去政府机构“方便”一
回；大家在乎的，是一些公共
管理者在日常生活中，是否
摒弃“如厕有安全隐患”的对
立性思维——只有将接纳民
众常态诉求的门槛降低再降
低，才能实现“衙门管理”向
服务思维的转变。

□李唐（媒体人）

井冈山门票涨了、台儿庄
门票涨了……据新华社报道，
清明小长假期间，不少景区门
票争先恐后地迈入了“百元时
代”，使得网友感叹秀美河山
成了“玩不起的风景”。

井冈山、台儿庄涨价并非
孤立的个案，新一轮景区门票
涨价潮已向游客“袭来”。

据《楚天都市报》报道，
1月30日武汉市物价局批复
了武汉市内四家景点的门
票上调，价格自发文之日起
公示6个月，期满后执行。2
月 6 日《燕赵都市报》报道，
河北正定隆兴寺等6家景区
正在或准备公示，确定要在
7月份上调门票价格。

其他报道显示，从去年
年底以来，门票价格上调的
景区还有青岛海昌极地海

洋世界景区、黄山市的花山
谜窟景区、烟台昆嵛山部分
景区、山西汾酒文化景区、
河南焦作云台山景区等。

2007年国家发改委曾下
发通知，要求景区门票价格
调整以3年一个周期。截至
目前，很多地方已经超期执
行了发改委的“限涨令”，于
是，开始为景区涨价大开绿
灯。近年来随着物价上涨、
工资上涨等，一些景区的运
营成本也在上升，各地对景
区门票价格进行调整有一定
的合理因素，但是，面对新一
轮景区涨价的风潮，还是有
诸多令人担忧的地方。

首先，新一轮景区涨价会
不会继续扩大，从而演变成全
国各地景区门票价格集体提
价的格局？很明显，发改委

的“限涨”政策已经失去效力，
新一波景区门票价格调整的
周期已经到来。今年才刚刚
过去一个季度，随着旅游从
淡季到旺季的转换，在接下
来的时间里，还会有多少景
区跟风涨价实属未知。

其次，各地景区门票价
格出现“报复性”上涨的趋
势，这些涨价合理与否，公众
并不充分知情。从相关报道
来看，一些景区门票调价幅
度惊人。如台儿庄古城门票
由每张100元涨至160元，一
次性涨价幅度达60%。涨价
幅度在20%以上的景区更是
比比皆是。有的地方为景区
门票涨价召开了听证会，但
是，这样的听证会几乎形同
走过场，况且一些级别、名气
较低的景区涨价更无需召开

听证会。
另 外 ，更 值 得 警 惕 的

是，除了知名景区外，一些
和市民生活相关的城市公
园也进入了此轮门票涨价
的行列，这会带来市民福利
的流失。如武汉植物园门
票价格由30元/人次调整为
40元/人次。

而从国家有关规定来
看，属于政府部门管理的景
区，均带有公益性质，或在传
播历史文化、或在地质自然
风光方面存在独特价值。这
些资源其实属于国民的共同
财富。因而，非商业性投资
的景区门票价格不宜过高。
地方政府不能眼中只有景区
的经济效益，而忽视其社会
效益。

整体来看，公众并不知

道这些景区为什么要涨价，
为什么要涨这么多，绝大多
数游客只能被动接受景区涨
价的后果。《游览参观点门票
价格管理办法》规定，“省级
及省级以下各级政府价格主
管部门管理的游览参观点门
票价格不应高于上一级政府
价格主管部门管理的同类游
览参观点门票价格。确有特
殊情况的，报上一级政府价
格主管部门批准。”

现在，一些地方景区的
门票价格早就已经超过了
故宫，这些景区有多少严格
按照规定上报批准？因此，
在新一轮景区票价上涨之
际，有关部门也应该来一场
清查，看看其中有多少属于
违规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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