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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论坛

■ 议论风生

门票不涨丢谁的身价
景区需要弄清楚，到底什么才是“身价”的体现。景区的价值，更多体现在其保

护、传承文明等方面，而不是攀升门票价格。

【景区“李”姓免费】

（在大部分景区争相
涨价时，河南5A景区老君
山推出一项新规：中外所
有李姓游客，凭有效身份
证 件 2012 年 可 免 费 游
览。游客凭高铁票、五星
级住宿发票也可门票五
折。）

老君山和李有渊源，
那是不是和别人没有关
系？别的姓不要去看了
好了。高铁可以五折，普
快为什么不行？五星级
酒店可以五折，快捷酒店
为什么不行？ 这个规
定看似优惠，实际经不起
推敲，拍脑袋的决定。

——心声心苑（职员）

所有李姓游客，凭有
效身份证件 2012 年可免
费游览。有意思，游客也
可唯亲而待。李姓者看
来 是 沾 了 老 君 李 耳 的
光。似此而为，张家界是
否可以照顾张姓者？黄
山、黄果树对黄姓者能否
网开一面？

——木三（媒体人）

河南一处 5A 旅游景
区规定李姓游客免费游
览。这个有创意，也很有
意思，在景区票价日渐高
涨的今天也算个奇葩，但
以“天下同姓是一家”来
作为噱头，不怎么招人待
见，虽然我姓李。

——民德人（职员）

【其他】

今天有新闻报道国
内十大赚钱公司，有 7 家
是金融企业，得出结论是
实 体 经 济 逊 于 金 融 发
展。我想说，这只是证明
了一个观点，在我国做实
业的在替银行打工，所以
有许多原来做实业都转
行做投资了，因为那里有
更多的赚钱机会和更高
的回报。

——余序洲（教授）

在评选亚太地区优
秀城市基础设施项目的
过程中，深切体会到技术
本身不是主要障碍，关键
的是城市的管理者是否
有知识、信息和能力定夺
政策目标，激励创新，撬
动各利益相关方的参与，
共同实践和探索，在共赢
的基础上，实现城市的转
型和升级。
——吴昌华（环境专家）

对于许多人来说，不
是不阅读，而是功利化阅
读，碎片化阅读。这种阅
读无助于美德的养成，无
助于品质的提升。我们
要呼吁：多读一点闲书！
读一点看起来没用的文
史哲图书，你的气质会慢
慢发生变化，读书的人多
了，社会就会变化，少了
戾气，多了祥和。

——翟德芳（出版人）

栏目主持：武云溥

目前，中国半数 5A 级
景区门票达到 100 元，黄山
门票 10 年来由 80 元涨至
230 元，翻了近 2 倍。山东
曲阜称，自己与同类景区相
比收费较低，“三孔”套票仅
收 150 元，不涨票价就丢身
价。据悉，曲阜的孔庙、孔
府和孔林，年收入 1.5 亿元
左右，全部上缴了地方财
政，但景区维护成本从未公
开。（5月1日央视）

不涨价就跌身价？这
样 的 逻 辑 听 上 去 滑 稽 可
笑。一个景区的价值，并不
是通过门票来体现的。意

大利的万神殿、真理之口、
圣彼得大教堂……这些名
扬世界的文化遗产、风景名
胜，都是完全免费的。英国
的大英博物馆、海德公园、
摄政王公园以及几乎所有
的公园都免费开放，就连英
国的国家公园、自然保护
区、海滨度假胜地、世界文
化保护区也一律向游客免
费开放。难道它们都很“丢
身价”吗？

其实，那些免费景区不
仅没有因此跌了身价，相
反，美誉度大大提高。就连
柬埔寨，也因为参观吴哥窟

免费，而备受网友推崇。而
国内景区，却因为价格越涨
越高而饱受公众质疑。

将“票价高”与“身价”
联系在一起，是一种价格至
上的单一价值观。过高的
票价除了阻止住公众参加
景区的步伐，将具有一定公
共属性的景区异化为地方
政府的摇钱树外，带来的不
可能会有好的口碑和印象。

当年名噪一时的“水洗
三孔”丑闻，正是发生在曲
阜，其实，对景区维护不力，
保护文化遗产的基本功课
尚没有做到，才是真正的

“丢身价”。一个唯利益论
的景区，很难想象能有怎样
的“身价”值得公众瞻仰。

景区需要弄清楚，到底
什么才是景区“身价”的体
现。景区的价值，更多体现
在其保护、传承文明等方
面，而不是攀升门票价格。

“不涨票价就丢身价”的怪
论从一个侧面表明，即便一
些景区在游客心目中身价
大跌，也不是因为自然风光
和古人的历史文化遗产贬
了值，而是由于管理者的素
质太低。

□陈小二（媒体人）

盼九门小吃
早日重张

皮革明胶专利的伦理问题，怎么解决

近日，授予皮革食用明
胶专利权到底是依法还是
违 法 ，出 现 了 一 些 争 议 。
有人认为有关部门不该为
这 种 可 能 害 人 的 发 明 授
予专利，也有专利审查专
业 人 士 则 认 为 该 项 发 明
并不违法，不授予专利才
是违法。

争议的核心，在于对专
利法第五条“对违反国家法
律、社会公德或者妨害公共
利益的发明创造，不授予专
利权”的理解。两件引起争
议的专利，并没有违反法
律，但是否构成违反社会公
德或妨害公共利益，这是值
得商榷的。

专利法没有对社会公
德和公共利益作出具体规
定，但作为专利审查标准的

《专利审查指南 2010》，在第
二部分第一章对于社会公
德及公共利益作出了规定，

并以举例的形式说明。
比如，带有暴力凶杀或

者淫秽的图片或者照片的
外观设计，非医疗目的的人
造性器官或者其替代物，人
与动物交配的方法等发明
创造属于违反社会公德，不
能被授予专利权。“妨害公
共利益”则包括发明创造以
致人伤残或损害财物为手
段的，实施或使用会严重污
染环境、严重浪费能源或资
源、破坏生态平衡、危害公
众健康等情形。

不过这些对违反社会
公德和妨害公共利益的规
定仍显模糊，给专利审查员
较大的自由裁量权。

在专利审查实践中，审
查员对《审查指南 2010》中
列 举 情 形 的 判 断 非 常 明
确。但对于法律没有明文
禁止，但存在争议的问题，
如目前争议的“皮革明胶”

技术，在个案的判断中或许
就会比较模糊。

“皮革明胶”是否违反
社会公德或妨害公共利益，
不能简单地援引红军过草
地吃皮带来解释，也不能从
现阶段食品安全被高度重
视的背景下去判断，关键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在
当时社会文明及道德水准
下，社会公众如何看待这项
技术，是“变废为宝”还是

“危害社会”。
从“皮革明胶”专利和

专利法以及审查指南综合
看，国家知识产权局当时授
予专利权并不违法，但该件
专利审查中，是否会危及人
体健康，违反社会公德，是
存在争议的。

不过两件专利实际上
并没有被使用，对于国家知
识产权局当时的专利授权
的合法性问题进行讨论，厘

清 问 题 所 在 当 然 是 必 要
的。但当前更重要的问题
在于，对于此类涉及到专利
授权中的伦理审查问题，应
当如何去解决。

从专利审查实践看，如
果要求专利审查部门在审
查环节即防范所有可能出
现的道德和公益问题，恐怕
不现实，而这个问题并不是
像发明技术的审查需要专
业人士用科学去判断。既
然专利授权伦理审查也是
公众的事情，专利申请部门
有必要建立专门程序引入公
众参与。比如审查员对发明
的伦理问题存在争议的，可
以交给公众讨论。对于像皮
革食用明胶这种事后被公众
质疑的专利授权，应设立特
别程序比如听证会，经过讨
论后，如果反对意见居多，应
考虑启动撤销程序。

□荃草（博士生）

既然专利授权伦理审查也是公众的事情，专利申请部门有必要建立专门程序引入
公众参与。比如审查员对发明的伦理问题存在争议的，可以交给公众讨论

■ 一家之言

据《新京报》报道，从 4
月 28日起，北京后海九门小
吃大门紧闭，令很多远道而
来的游客大失所望。据记
者调查，九门小吃在关键时
刻关门，是因为有关各方在
租金问题上没有达成一致。

作为一个老北京，我对
九门小吃的关门确实感到遗
憾。老汉我就是在两年前的

“五一”节去九门小吃用餐
的。那天，刚到 11 点，小吃
城里已是熙熙攘攘，座无虚
席。有人吃饭，有人等座，还
有人拍摄。论价格，确实是
比较贵。但到这里来不是为
了简单吃饱肚子，而是一种
旅游和文化的体验。

因租金谈不拢就关张，
很让人遗憾。好在有报道
称，政府部门已经介入此
事，节后将召集有关方面进
行协调。老汉我以为，只要能
够有诚意坐下来，开诚布公地
算算账，多替对方想一想，就
一定能够找到兼顾各方利益
的解决办法。期待有关各方
也都能适可而止，互相理解，
互惠让利，达成一致。期待
九门小吃能够早日重张，把
京味儿小吃进行到底。

□潘璠（职员）

■ 第三只眼

“最烦人交警”
为何受欢迎

■ 时事漫画

都怪“天太潮”
5月 1日，北京市海淀

区二里庄小区内的石油附
小东校区，抗震加固不足一
年的办公楼外墙，墙皮却莫
名掉落。居民担心砸到孩
子，但小学的值班人员称，
掉墙皮可能是因为天气潮
湿。（5月2日《法制晚报》）

漫画/张建辉

河南郑州交警杨华民，
每天开出的罚单大多针对
行人与非机动车，行人闯红
灯，不仅要罚款，还要絮絮
叨叨地讲半天道理，有人把
他叫做最烦人的交警。（5月
2日《郑州晚报》）

经媒体报道后，“最烦
人交警”不但成了郑州的一
张“城市名片”，在微博上有
十万粉丝，成了一个红人。
而公众对他的认识，也经历
了从质疑，到见证、理解，再
到敬佩的过程。

“最烦人交警”为何有
这么多人理解？他的“烦
人”不过是尽职尽责的表
现，最终还是出于对路人交
通安全的担忧和生命安危
的重视。

杨华民的执着敬业值
得学习。比如他对“勿以恶
小而不纠”精神的坚持。每
次遇到行人违章，他一遍遍
重复交通法规，对行人普及
交通安全知识。一次的违
章经历让违章路人很难忘
记，从此自觉不自觉地提高
了交通安全意识。

这种坚持和敬业在一个
日益浮躁和功利的社会中，
成就了杨华民，但他身上的

“闪光点”，也是他本该做的。
从这个角度说，杨华民

因为做了自己的分内之事而
成了“草根明星”，那只能说明
我们身边还有太多人，连自
己的分内之事都没有做好。

□苑广阔（职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