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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纠错】
10 月 5 日 A15 版右

边栏电视节目预告《岳
母的幸福生活》中提到
的主演“蒋勤勤”应为

“李勤勤”。

【文字更正】
10 月 5 日 B03 版

《半裙》（校对：郭利琴
编辑：冯静）一节，第 2
段第 6行中的“雪纺群”
应为“雪纺裙”。

■ 社论

何时休假，应让公民有更多选择
在休假或旅游这件事情上，公民个人显然比政府更明白自己的需求是什么。落实好带薪休

假制度，公民一定会选择明智的时间出行，交通和景区拥堵自可缓解。

■ 观察家

查清华山持刀伤人案
真相很难吗

■ 来论

长城“超载”：从啥“角度”判断？

华阴警方不应垄断和封闭对案件
事实的认定过程，至少应保障被害人的
参与权和知情权。

好声音节目组以自我表扬占大多数的道歉声明，不是公众
想要的有诚意的道歉，更像是“噪音”的继续。

自我表扬式道歉不是“好声音”

据报道，近日，有游客
拍下长城上比肩接踵的照
片 ，网 友 担 心 长 城“ 超
载”。八达岭特区办事处
相关负责人回应称，“超
载”系照片拍摄角度传达
的错觉，“八达岭长城接待
游客的历史峰值为 10 万
人次，客流承载能力没有
问题”。

或许应该承认，管理
部门的“拍摄角度错觉”说
法，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毕竟，照片中的镜头画面，
只是八达岭长城的局部一

隅，而非景区全景全貌。
但也必须承认，仅就

游客照片所反映的情况
看，的确是超载了。照片
中的长城已到了“只见人
头而完全看不见地面”的
程度——这样的客流，如
果都不算“超载”，还有什
么能算“超载”？

景 区 管 理 部 门 强 调
“ 客 流 承 载 能 力 没 有 问
题”，所抛出的理由和依据
是“八达岭长城接待游客
的 历 史 峰 值 为 10 万 人
次”。其逻辑显然是，没超

过“历史峰值”，就不算“超
载”。这样的逻辑，没有什
么说服力。

衡 量 景 区 是 否“ 超
载”，最起码有两个“角度”
要考虑：一是景区保护，客
流量必须有利于景区保
护、不破坏损害景区生态
和人文环境；二是游客权
益，即必须充分顾及和保
障游客获得最佳旅游质量
的权益，不仅能有效维护
他们人身安全，也能充分
确保他们的旅游舒适度。

□张贵峰（职员）

《中国好声音》年度总
决赛因大量插播广告，延
时到凌晨方止，引起周边
居民的不满和舆论的热
议。《中国好声音》官方微
博 6 日凌晨发布一条致歉
声明，但全文 232字的致歉
声明（含标点），其中 125字
都在“向中国好声音的音
响团队致敬”，仅有 107 字

“向当晚八万人体育场附
近受扰的居民致歉”，再遭
网友质疑“不像是道歉信，
更像是表扬信”。

好声音节目组在舆论
的压力下，能够公开为扰
民之举进行道歉，本来是
值得肯定的；但是谁都能
看出来，节目组的道歉明
显心不甘情不愿，带着强
烈的为音响团队打抱不
平的情绪。因为音响团
队遭遇了警察强制关停，

并且还有音响师受伤，于
是即便是公开道歉，也要
对音响团队提出表扬和
致敬。

再 好 的“ 好 声 音 ”出
现在不恰当的时间和地
点，那也是扰民的噪音，
这 原 本 只 是 一 个 常 识 。
可是，从节目组的道歉声
明看来，不仅节目组在做
节目之前的准备工作中，
没有意识到“好声音”可
能会变扰民噪音的环保
问题；即使是在因此备受
舆论指责的今天，也很难
说其已经意识到了这个
常识，并且真的会“一定
吸取教训”。

所谓“一码归一码”，
就像很多人一面很喜欢

《中国好声音》，一面又力
挺警察对噪音扰民执法不
搞特殊化；对好声音节目

组而言，做错了就是做错
了，道歉不应该前置任何
条件；即使音响团队确实
受到了粗暴执法，也应该
归为另一个话题，并通过
另外的途径解决。更何
况，在居民多次拨打 110投
诉，且警察 4次警告未果之
后，强制关停音乐是否属
于“粗暴执法”呢？

不客气地说，好声音
节目组以自我表扬占大多
数的道歉声明，非但不是
公众想要的有诚意的道
歉，给人的感觉反而更像
是“噪音”的继续。就算其
音响团队“受到攻击与指
责”，节目组内部怎样颁发

“委屈奖”都行，但是扰民
道歉必须具有起码的真
诚，否则就是对舆论和民
意的敷衍。

□舒圣祥（媒体人）

据央视报道，陕西华阴
市公安局宣布“华山游客被
伤一案成功告破”，称两名
嫌疑人均是当地农民，两人
与董立文夫妇发生争吵后
持刀伤人。这一结果遭到
董立文怀疑。一位目击者
也表示，当时十几个人包
围 了 董 立 文 ，冲 过 来 便
打。对此，当地警方回应
称两名嫌疑人是直接捅伤
董立文的人，其余嫌疑人
正在调查中，而这两名嫌
疑人未经董立文辨认，是时
间没来得及。

董立文夫妇仅仅是要
求退掉未消费过的摆渡车
车票，竟被一群人殴打捅
伤，实在是无辜得很。在
数万人云集的华山景区，
发生这样的惨剧，着实让
人对景区的社会治安和旅
游环境担忧。所幸，案件
算是及时得到侦破，给人
以少许安慰。

但蹊跷的是，被害人
对当地警方的侦破结论并
不认可，甚至怀疑两嫌疑
人是“顶包”的“替死鬼”。
华阴警方公布的案情，确
与被害人陈述多有不合：
嫌疑人称先与被害人发生
争吵、厮打，然后才遭刀
捅，被害人却称他们并未
与人争吵即遭群殴并挨刀
捅，但警方此前公布的却
只有嫌疑人一方说法；警
方认定嫌疑人身份是周边
农民，系倒票的“黄牛党”，
而被害人却称“人群中有
五六个穿保安服装和戴有
保安帽子的人看着他”。

上述疑点未澄清，当地
警方就宣布“成功告破”，

难免会让人心生疑惑：景区
会不会为了自身名誉，与当
地警方一起隐瞒真相，找

“替死鬼”承担责任？现在
警方已经回应，说其他嫌疑
人正在调查中，但这样的信
息此前并未透露。警方不
应垄断和封闭对案件事实
的认定过程，至少应保障被
害人的参与权和知情权，以
令人信服的方式作出结论。

比如，在华阴警方认定
和抓获嫌疑人之后，依常规
侦查程序，应安排被害人和
目击证人及时进行辨认，以
辨明真凶。调取的现场监
控录像，亦可向被害人适当
公开，以解除其对案情的疑
惑。还应更广泛地寻找和
询问现场目击证人，以获得
更多第一手现场资料，最大
程度还原案发过程。除了
人证，还应提取嫌疑人作案
用的凶器等物证。

此案发生在光天化日
之下，目击证人众多，且华
山景区早就宣布安装有大
量 360 度旋转的摄像头，监
控可以做到一览无余，因
此，查明案件事实真相并不
困难。

该案 发 生 在 长 假 期
间 ，很 多 人 都 在 旅 游 的
途 中 ，景 点 安 全 事 关 每
个 游 客 ，这 样 的 事 故 因
而 更 受 关 注 。 目 前 ，两
名 嫌 疑 人 刚 被 拘 留 ，案
件 尚 在 侦 查 之 中 ，希 望
当 地 警 方 进 一 步 深 追 细
查，并及时公布相关案情
和证据，以满足被害人和
社会公众的知情权，澄清
疑点，消除疑惑。

□毛立新（学者）

国庆长假收尾，相信不
少游客通过一次长假旅游，
放松了身心，恢复了活力。
但也有些“坏消息”传来，冲
淡了长假带来的好心情。

一则报道说，甘肃敦煌
鸣沙山月牙泉景区特色旅
游项目——骑骆驼备受青
睐，每天从早晨 5 点半到天
黑“马不停蹄”，但还是不能
满足游客需要。驼户们只
能给骆驼增加饲料而不能
让骆驼休息，导致已经连续
两天出现骆驼劳累致死。

这只是景点人满为患
的一个小例子。据全国假
日办假日旅游信息的最新
通报显示，长假期间，数十
个景点访问量超过正常量

一倍多，部分景区游客日
访问量超过最佳接待量数
倍甚至十倍。比如，南京
中山陵的访问游客是最佳
接待量的 10 倍，厦门鼓浪
屿 为 最 佳 接 待 量 的 9 倍 。
网上有人编出顺口溜：“华
山数万人滞留，黄山游客
爆满，故宫人山人海，长城
不分内外。”

这种全民集体旅游的
方式难以避免产生“人累景
更累”的后果。问题是，这
种方式为何产生？有人呼
吁游客要理性，但对于中国
的游客而言，表面上看，去
什么地方、怎么去、跟谁去，
都是自愿的选择。但是在
最关键的一点——时间上，

他们却远远缺乏选择的自
由。长途旅行必须有相对
较长的集中时间，但是中国
游客在一年之内符合这一
要求的时间段只有两个窗
口——国庆和春节。春节
的习惯是回家团圆，那么国
庆就成了唯一一次适合长
途旅行的时间窗口。以中
国十数亿人口之众，哪怕五
分之一的人口选择此时出
行，不造成上述情形，绝无
可能。

正因为中国人的旅行
是随着放假的行政指令而
走，所以考量这一问题也应
放到公共治理的范畴来进
行。长期以来，我国的社会
治理保留有一种“运动式”

的模式，其特征是政府通过
自上而下的调度，对某些突
发性事件或重大的社会疑
难问题进行专项治理。这
种治理思维渗透到各个社
会领域，乃至延伸到国民的
休闲度假方面，这便是集中
休假制度。

在某些领域，通过“运
动式治理”，攻坚克难，形成
社会气氛，或有其一定合理
性。但在另一些领域，比如
国民的休假上，这种方式就
行之无效。而高速公路免
费这样的公共政策，则在事
实上强化了这种治理思维，
它在“引导”人们进行运动
式的集中旅游。

解 决 之 道 亦 很 简 单 ，

既然管不好，那不如交给
社 会 自 己 去 解 决 。 怎 么
交？落实带薪休假制度，
由公民个人和单位协商，
决定该何时休假——在休
假或旅游这件事情上，公
民个人显然比政府更明白
自己的需求是什么。他们
一定会选择明智的时间出
行，大多数人都不会一头
扎到人堆里去。

唯此，交通拥堵、景区
超负荷运作等问题，才可迎
刃而解，敦煌的骆驼也才能
够保全性命。否则，讨论是
否恢复五一黄金周，或者高
速公路是否应免费，无异于
舍本逐末。

相关报道见A04-A06版

衡量景区是否“超载”，最起码有两个“角度”要考虑：一是景
区保护，二是游客权益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