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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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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至黄山高铁 5 小
时》（校对：郭利琴 编
辑：许晓静）一文，倒数
第 2、3 行中“将在五 5
个小时左右”应为“将
在 5 个小时左右”；《江
苏衢州举办森林旅游
节》一文，标题中的“江
苏衢州”应为文中所说
的“浙江衢州”。

■ 社论

景区人满为患为何不见及时预警
年年长假景区人满为患。景区客流超容预警的无法可依，造成了预警启动的高门槛。

双节长假，全国各知名
景区再次出现天量客流，陕
西华山大批游客滞留山顶，
普陀山出现游客滞留，西
湖、黄山、九寨沟、三亚……
无不出现客流井喷，看景成
了看人，游客怨声载道。不
过，虽然这些景区均创下或
者逼近历史最高接待量，承
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但迄
今为止，罕有景区主动发布
客流预警，以分流游客。

景 区 为 何 不 及 时 预
警？专家一语道破天机，

“对于提前预警，还是一个
难题。景区怕影响客流量
和收益一般不会做。”（据

《齐鲁晚报》）
长假制度改革以后，7天

长假只有国庆和春节，而春节
是合家团圆的节日，加之又处
寒冬，大多景点游客稀少，因
此国庆长假无疑是“含金量”
最高的假期，更不用说今年少
见的8天假期了，各大景区哪
肯放弃这难得的吸金机会，因
此，游客再多，它们也咬牙扛着。

不过景区虽赚了个盆
满钵满，却把成本和风险推
给了游客。人满为患之下，
景区的服务质量根本无法
保证，景区休闲、饮食等消
费借机暴涨，游客花了比平
时高出许多倍的价钱，得到
的却是劣质的服务。游客
的安全也无法保障，就像华
山，大批游客挤在险峻的山
顶，晚上山里没路灯，气温又

低，很容易出安全事故。事
实上，此前因游览人流拥挤
而造成死伤事故，不在少数。

而且，景区管理者挣了
钱，景区环境却受了伤。对
于许多重要自然和文化遗
产而言，大量游客涌入将给
古树、文物等环境设施带来
破坏，甚至众多游客呼出的
二氧化碳，也将对文物保护
造成一定影响。

年年长假景区人满为
患，景区背弃自身管理责任，
无度追逐经济利益，为何无
人纠正和问责？景区客流超
容预警，为何总是难以启动？

关于景区客流超容预
警，虽然在一些官方说法和
文件中屡屡被提及，但实际

上，它至今未形成规范的制
度。景区不得超过景区主管
部门核定的最大承载量接待
旅游者，此规定还写于《旅游
法（草案）》，2009年《旅游者
安全保障办法（初稿）》公开征
求意见时，曾提出建立蓝、黄、
橙、红四色旅游安全预警机
制，但该办法至今未见出台。

景区客流超容预警的
无法可依，造成了预警启动
的高门槛。近日，曲阜一位
政府工作人员在接受媒体
采访时就表示，“即便游客
高峰时需暂停售票，也必须
由市里主要领导来决定，这
是一个复杂工程”。

景区客流超容预警，立
法不能再迟滞。有关部门

应根据全国各个景区的最
大客流接待量，确定预警的
启动门槛；同时明确预警的
发布单位，比如国家和各地
的假日办；拓宽预警的发布
渠道，从电子显示屏、路牌、
高速服务区公告到广播电
视、手机短信、微博等等；明
确对不及时预警行为的追
究，强化地方政府的责任。

10 月 2 日，国家旅游局
副局长、全国旅游假日办主
任祝善忠在泰山景区看到了
客流超高的情况，强调假日
旅游应该坚持安全第一。旅
游安全，靠景区和地方政府
的责任心，更要靠制度的保
障，但愿难产的旅游安全预
警，能早日成为现实。

■ 观察家

环卫工打点滴工作
我们不能只是感动

长沙环卫工人刘永亮
十一长假期间虽得重感冒
仍坚持上班，有网友将其
把点滴瓶挂在树干上输液
的照片发到微博上，引起
公众广泛关注。许多人对
他的行为表示敬意，也有
不少网友对他们的生存状
况表示了担忧。刘永亮所
在单位芙蓉区环卫局纪委
书记李靖告诉记者，刘永
亮可以申请病休调班，但
工资肯定会受影响，原本
由他上班的绩效，将划给
替班的同事；刘永亮舍不
得 放 弃 收 入 ，只 好 硬 撑
着。（10月3日《潇湘晨报》）

环卫工打点滴工作，
让人为之感动，不过，感动
之余则是辛酸，环卫工的
工作，苦、累，谁愿意扛着
生病的身体，舍命干活。

刘永亮所在环卫局的
领导说得很轻松，生病可
以申请调班，不过，看病的
花费，谁给报销？调班带
来 的 收 入 损 失 ，谁 来 弥
补？刘永亮的工资收入区
区 1200 元，基本的医保没
有，带薪休病假的福利也
没有，他的情况无疑很有
代表性，环卫工人为城市
环境作出巨大贡献，为何
难以得到有尊严的收入和
待遇？

我们对这类事件不能
仅仅止于感动，更多的应
是对环卫工人这类底层劳
动者生存状况的反思。严
格来说，相对于其他一些
引起公众关注的环卫工人
事件，刘永亮带病坚持工
作可能算不上什么大事
情。例如，成都环卫工人
邓维松在三环路上为捡起
一个从车上扔下的饮料瓶

子被撞身亡；北京环卫工
人王长荣连续扫雪 4 天 4
夜突发脑出血昏迷；厦门
环卫工人陈清山清扫马路
时被车撞成重伤，肇事司
机逃逸等，都比刘永亮的
遭遇更令人揪心。

但刘永亮事件所反映
的环卫工人生存状况却是
一样的。这就是，许多地
方的环卫工人，工作量大、
工作环境危险、工资水平
低、福利待遇差、社会地位
低 下 ，生 存 状 况 十 分 恶
劣。像十一假期，环卫工
人在单位时间内的劳动强
度本来就比平时大，所在
单位应当相应地缩短其劳
动时间，而刘永亮的单位
却仍要安排他们一天工作
十个小时，他们怎么能吃
得消！像刘永亮得了重感
冒，基于经济考虑，自己不
愿调班就不调班，过度劳
累引发严重的感冒并发症
后谁去负责等问题似乎根
本没有人去考虑，至于实
现劳动法所规定的劳动定
额，对于环卫工人而言简
直就是奢望。可以说，一
些政府部门，根本没有把
环卫工人的基本权利保障
放在一个适当的位置。

如果刘永亮的劳动强
度与工资报酬不是严重倒
挂，多劳即能多得；如果刘
永亮的福利待遇能得到较
好的保障；如果刘永亮只
要尽职尽责地工作就能很
好地供得起小儿子上大
学，那么，他可能就不会如
此去“玩命”地工作了。让

“刘永亮们”不再为生存而
忧虑，我们还要等多久？

□刘昌松（北京杰睿
律师事务所律师）

■ 来论

客运大巴上高速可否免费通行

针对高速路免费加剧
拥堵，有专家提出，免费应
扩大至大巴车，降低其成
本，惠及更多没有私家车的
人。（10月3日《齐鲁晚报》）

这次高速免费并未将
客运大巴等公共交通车辆
纳入其中。正因为仅对小
型车辆给予免费放行，客观
上刺激了更多私家车涌上
高速，而又因他们之中新手
较多，加之不少司机缺乏文
明驾车的素养，直接导致事
故频繁，严重阻碍了车辆的
正常通行。

与私家车主相比，更多
人出行是以乘坐客运大巴为
工具，虽然他们为缓解高速
拥堵现象做出了贡献，但并
没有因此而享受到车票降低
的待遇。更令这些人群添堵
的是，如果所乘大巴走的是

高速，他们还与免费车辆一
起被严严实实地堵在路上，
可谓是既没少花钱又还因高
速免费消耗了大量时间和精
力，对于他们实在不公平。

很显然，今年的高速免
费通行政策不可能做出调
整，但根据实际免费通行中
暴露的突出问题，还是值得
总结汲取的，并成为下次免
费通行可资借鉴的宝贵经
验。同时，在不改变小型车
辆免费通行政策的前提下，
不妨通过对客运大巴的免
费通行和优先放行，来起到
调节小型车辆通过高速的
数量和频率。

如果高速免费通行的
政策中，将客运大巴一并纳
入免费通行的范围，并对相
应的车票价格给予一定降
幅，必然可起到鼓励和引导

更多人乘坐大众交通工具
出行的作用。据了解，如果
不收大客车通行费，长途大
巴的平均票价可降低 15 元
左右，通行路线越长，享受
的实惠越多。大巴车免费
除了能给普通市民带来实
惠外，还能提高高速公路的
运输效能。一部私家车一
般坐三四个人，而一部大巴
则能运送五六十人，无论是
通行效率，还是载人数量，
或是安全因素，客运大巴都
要远远高于小型车辆。所
以在不取消其免费通行政
策的基础上，适当鼓励客运
车辆优先，自然会大大缓解
免费高速过度拥堵的现状，
从而让这一惠民利民便民
的新举措真正落到实处，并
更加持久、稳定和高效。

□周稀银（职员）

一些政府部门，根本没有把环卫工
人的基本权利保障放在适当的位置。

客运车辆优先，自然会大大缓解高速过度拥堵。

中秋国庆长假全国高
速首次免费导致的大拥堵，
引发关于公路收费甚至收
费经济的大辩论，有人甚至
把高速免费视为祸首。

我倾向于把这样的开
端，看作是饥渴已久后的

“饕餮狂欢”，而不当成正常
状态下的案例。

破天荒的 8 天全国高
速免费，本身无可非议。讨
论局限于说是论非，未免格
局太小了些。我们何不着
眼于大局，开动脑筋多想办
法，把本来的大好事办得好
上加好。

比如，能否借鉴北京平
时减少拥堵的思路，依车牌
尾号按时段分流？比如，实

行单双号分时段免费，不让
所有车辆在同一时间都挤
到高速入口。如果单号车
辆要在双号免费时段通过，
那可以采取半价收费，反之
亦然。反正，不能像这样各
行其是，谁也不顾及其他人
车，毕竟大家都要同走高速
公路，不是“天地悠悠独我
一人”可以“天马行空独往
独来”。既然这是个社会，
大家都生活于其中，就免不
了一些必要的秩序和规矩，
硬性规定无疑很有必要，否
则导致的失范无序，会使参
与其中的所有人深受其害
不能幸免，所谓“谁也不想
看到”的高速大拥堵的一
幕，不是让人触目惊心吗？

如此“事后诸葛”似的
思考，完全可以在事先讨
论到，毕竟“三个臭皮匠，
顶个诸葛亮”。问题的关
键恐怕还在于，有关部门
有没有主动承担起应有的
责任，新闻媒体是否进行
过必要的“议程设置”加以
舆论引导。

我们应把高速免费副
作用当成完善公共决策的契
机。因噎废食开倒车否定重
大节假日高速免费之举当然
不行，而无所作为听任预料
中的大拥堵发生同样不可
取。涉及十三亿人的万事万
物，总要集聚起亿万人的智
慧，方能趋于尽善尽美。

□郑根岭（媒体人）

应把高速免费副作用当成完善公共决策的契机。

减少高速拥堵能否按时段分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