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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办法仍然是发现一

起查处一起，抓到一个严惩

一个，让执法硬起来，不要

给一些人以法不责众的心

理预期，这可能比什么管理

手段都管用。

“到此一游”的积习难改，连西湖风景区

也遭受毒手。近日，一个叫平文涛的人在西

湖边涂完字以后又跑到钱王祠涂字。另一个

家伙更过分，直接在岳王公园亭子的柱子上

刻起了“满江红”。所幸，两人都已被及时抓

获。

“到此一游”陋习挑的是最好的地方，留

下的却是最恶劣的影响。这两起事情反过来

看也是一次机会，让社会再一次聚焦陋习，反

思探寻治理之道。

对于在名胜古迹刻字留念的做法，比较

受诟病的是处罚不力的问题，普遍认为法律

惩处的力度不够。其实，能管的法律并不少，

《文物保护法》和《刑法》都有关于破坏损毁文

物的行为的规定；《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六十

三条规定，刻划、涂污或者以其他方式故意损

坏国家保护的文物、名胜古迹的，处警告或者

200 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 5 日以上 10

日以下拘留，并处 200 元以上 500 元以下罚

款。而本次，对于平文涛，警方则以寻衅滋

事的罪名于其行拘。这是一大看点，显然，相

比于不痛不痒的罚 200 元，寻衅滋事的处罚

力度又大了不少。可见，警方完全可以在法

律的框架内作出处罚，用好法律用足法律。

除此之外，景区管理部门或者文物管理

部门也可以依据损毁情况、修复成本以及相

关法律向破坏者索赔，这些都远远超出 200

元的治安处罚。可能拘留，可能被罚，还可能

赔偿，对于一个游客来说，这样的成本已经远

远超出了他的心理预期，已经具备威慑力。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及时发现，又如

何尽可能地预防陋习？这些留念刻字的人，

为什么敢于下手？一个是执法上往往以教育

为主，违法成本不高；第二个赌的则是难以被

发现，而最根本的底气还是源于警方管不了

也不想管这一类的“小事”。

如何避免被钻漏洞，打破这些人的侥幸

心理，考验的是一个城市的管理水平。景区

不比闹市区，不可能有那么多的管理人员，也

不可能编织起那么严密的防护网。最好的办

法仍然是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抓到一个严惩

一个，让执法硬起来，不要给一些人以法不责

众的心理预期，这可能比什么管理手段都管

用。这需要热心市民的积极配合参与，积极

保护，碰到这样的事情，如果不能及时制止的

话，也应该第一时间报警。也需要警方的得

力处置，比如，群众报警要及时处置，对于一

些没能及时发现的案子，能不能根据有限的

线索侦办，能不能对一些后果不怎么严重的

案子也尝试侦办一下，表面上看，这很耗时废

力，但长远看，会给游客必要的威慑，让他们

不敢造次，这反而又是最有效率的管理方式。

只要能发现一起严办一起，让肇事者后

悔一次，坚持下去，这样的事一定会少很多。

要治“到此一游”，执法就得硬起来

刚过去的“十一”黄金周期间，我国旅游、购

物、服务消费增量提质趋势显著。文化和旅游

部7日晚间发布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共

接待国内游客7.26亿人次，同比增长9.43%；实

现国内旅游收入5990.8亿元，同比增长9.04%。

每一年国庆黄金周期间旅游消费的井喷

并不意外，但是，在每一年的黄金周旅游高峰

中，伴随着出现的总是旅游者的各种抱怨，交

通拥堵，景点人满为患，游客无法舒心地享受

到旅游所带来的身心愉悦，反而收获了一身

的疲惫。很显然，这种旅游热背后的消极体

验，必然影响到我国旅游市场的进一步发

展。有条件的选择出境游，据统计在今年的

“旅游大军”中，选择出境游的游客占比高达

42%。越来越多的国人选择出境游，固然反

映了开放给中国民众带来的旅游红利，但随

之而出现的便是由旅游所产生的购物消费更

多由国外市场分享，这对国内市场来说是一

种损失。至于大量慑于拥堵而选择宅在家里

的潜在旅游者，他们本来可以产生的消费潜

能更是未能成功地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增

长动能。

消费的增长不像以前用投资来拉动经济

那样容易，政府可以推出各种项目来吸引投

资，而是需要依靠消费者的消费觉醒来发挥作

用。但目前的消费市场不再是改革开放初期

的短缺形态，消费者在解决了基本的温饱需求

后，对于消费的要求越来越高，而从现实情况

看，市场能够提供的优质消费产品还很有限，

这导致消费者只能得到低端消费，使消费很难

出现强劲增长。国庆黄金周旅游市场的状况

就是一个证明，消费者在得不到称心满意的消

费以后，就宁愿不消费或者到境外消费。

因此，要激发消费活力，政府需要出台更

多的有针对性的政策来拉动这个市场，让消

费者能够满足自己的消费欲求，而不是压抑

这种消费欲求。改变这种状况就需要政府出

力，要大力推进带薪休假，让游客在平常日子

也能抽出时间旅游。

从表面上看，很多面向消费者的优惠措

施都是由企业输送给消费者，但背后都需要政

府的政策支持，否则就无法推进。比如带薪休

假呼吁了多年，除了一些国企做到了以外，大

量民企根本没有动作，致使这项制度未能全

面、有效推进。其间的原因很简单，很多民营

企业本身负担很重，在市场上艰难生存，再要

求他们向员工提供带薪休假，无疑是缘木求

鱼。因此，要让这项制度真正落地，就需要政

府通过大规模的减税降费，让中小微企业“轻

松”起来，在这之后再由政府要求企业给员工

以带薪休假待遇就有了现实的可操作性。同

样的道理，降低景区门票价格，取消高速公路

收费，这种改革的推进更需要政府对景区和高

速公路改革管理制度，需要政府财政提供更多

支持。而这种改革所呈现的积极效果也不单

单在促进旅游消费，而是对整个宏观经济运

行，尤其是对消费活跃可以起到正向的激励作

用。

旅游只是消费市场的一个部门，它所出

现的问题直观地表现出了我国在激发消费潜

力方面，政府还大有文章可做，这种文章就是

政府要通过大力度的降低企业负担来让企业

能够有能力降低商品价格，向消费者提供优

质服务。

国庆长假刚刚结束，央行出台了力度很

大的降准政策，将有效帮助中小微企业改善

资金面上的困难。与此同时，财政部部长刘

昆也发表谈话表示，要全面落实已出台的减

税降费政策，同时抓紧研究更大规模的减税、

更加明显的降费措施，真正让企业轻装上阵，

增加居民收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10 月 8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完善出口退税政

策，加快退税进度的措施，以促进企业减负保

持外贸增长。可以预期，随着这些政策的落

地，企业负担真正减轻以后，其所创造的市场

红利将最终落到消费者身上，而消费的活跃

反过来又能对企业形成正向促进，保证国民

经济实现良性循环。

黄金周启示：激发消费潜力大有文章可做

国庆黄金周旅游市场的状况

就是一个证明，消费者在得

不到称心满意的消费以后，

就宁愿不消费或者到境外消

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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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华商报报道，陕西省渭南市博物馆

三楼历史人文主题馆内近现代时期关于胡景

翼的介绍展示中，有一篇《讨陈檄文》，该文章

全篇错用了 2010 年国美控制权之争时的一

篇文章，并不是历史上胡景翼发表的《讨陈檄

文》。博物馆表示将尽快更换。

民国陕西名将胡景翼发表的《讨陈檄文》

是民国护法运动时期一篇流传甚广的文献。

这篇檄文标志着陕西靖国军“讨陈（陈世藩）

伐段（段祺瑞）（均是皖系军阀）”的开始，而在

当时它也密切配合了全国的护法运动。民国

初期革命将领的檄文，引用的竟然是近百年

后的网络文章，博物馆如此“穿越”，也是醉

了。一只苍蝇会毁了一盘好菜，好端端的革

命檄文成了“穿越”网文，足以拉低整个博物

馆的品位。博物馆是为公众提供知识、教育

和欣赏的专业文化机构，是积淀人类文明的

圣地，丰富的馆藏、专业的介绍，当属最基本

的要求。因此，渭南市博物馆展出的《讨陈檄

文》与历史完全不同的消息一经传出，旋即引

发公众关注。

“今国美当权者，陈氏是也⋯⋯昔黄先生

并购陈氏之永乐⋯⋯”；“袁氏图谋帝制，使陆

建章朘我秦民⋯⋯而陈树藩乘时藉势，攫得

督军⋯⋯为此传檄四方，一体闻知。”

一篇是百年后有关国美控制权之争的网

文，一篇是民国革命将领的檄文，可谓天壤之

别，只要稍有常识的人看到，都不难分辨其真

伪，何以竟公然登上博物馆的大雅之堂，直至展

出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后被网友发现才“穿帮”。

对此，博物馆展陈部一工作人员还试图

辩解，“所有展品均经相关专家审核过，应该

没有问题。《讨陈檄文》可能只是摘录了其中

一部分。”风马牛不相及的错误，真不知“相关

专家”是如何审核的？如此明显错误，又是如

何在博物馆工作人员的眼皮底下长时间存在

的？究竟是视而不见还是根本就没好好看

过？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出现差错或许在

所难免，但博物馆展品出现原则性错误，却令

人难以容忍。这就像历史老师误将关公战秦

琼作为历史事实教给学生一样，严重突破了

底线，岂能以小节视之？

博物馆闹笑话，地方政府也难辞其咎。

大学之大，非有大楼之谓，乃有大师之谓也。

同样，博物馆之“博”，不在于富丽堂皇的建

筑，而在于馆内藏品的品质。令人遗憾的是，

一些地方政府却往往把博物馆建设当成政绩

工程，硬件设施花了很多钱，专业水准等软件

建设却跟不上甚至严重滞后。“金玉其外，败

絮其中”，闹笑话也就成了必然。

民国檄文竟是百年后的网文，博物馆这是穿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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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像历史老师误将关公战

秦琼作为历史事实教给学生

一样，严重突破了底线，岂能

以小节视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