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QIANJIANG EVENING NEWSQIANJIANG EVENING NEWS

2019.8.1 星期四 责任编辑/版面设计：项向荣 电话：85311303 24

时评·个论

这个“度”，最好是由第三方

来定，比如可以出个法律条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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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是在帮助旅行社厘清自

己的权利和责任，只有规范

化的动作才能将各方的风险

降到最低，这是对大家都有

利的事。

本报评论员
高路

据扬子晚报报道，71 岁的南京市民吴阿

婆和老伴 81 岁的蒋大爷，在今年 6 月的时候

报名参加了南京趣看天下旅行社组织的锡林

郭勒 6 日游。没想到，这一去对家人来说竟

成了永诀。阿婆在出门第四天时突发疾病，

在去医院的路上竟然离世了。

事发后，各方为责任归属的问题闹得不

可开交。家属指责旅行社连个正式合同都没

签，旅行日程安排不合理，导致老人过度劳

累，在救护过程中有失职的地方，事后又百般

推诿。而旅行社则称自己只是服务过程中有

点瑕疵，老人是因自身疾病死去的，自己不承

担责任。而监管部门也不含糊，言明合同的

事归综合行政执法总队管，旅游过程的事归

旅游部门管，一副自扫门前雪的淡然。

这团乱麻不是一般的乱。闹成今天这个

样子，各方或多或少有些责任。自己的身体

情况自己是清楚的，连个合同都没签，怎么能

轻易上路？虽然双方构成了事实上的服务与

被服务的关系，但合同的重要性是不可取代

的，没有合同，行程出了问题责任怎么认定？

没有合同，连保险公司理赔都有问题，这笔账

怎么算？但最主要的责任还在旅行社身上。

跟每一位游客签下旅游合同，这是必须要做

到的事，不签合同本身就违法了，还找人代

签，这不是错上加错吗？将老人跟其他人群

混在一个团里，又将行程安排得这么急促，年

轻人都吃不消，何况是年逾七旬的老年人，怎

么能说自己没责任呢？有人拿年龄说事，认

为年龄大风险高，不应该让旅行社承担风险，

不接受高龄老人参团是业内潜规则，这家旅

行社是在自讨苦吃。其实早在 2016 年 9 月 1

日，国家旅游局就出台了《旅行社老年旅游服

务规范》，要求旅行社应采集老年旅游者详细

信息，包括个人健康情况、个人通讯方式、紧

急联络人信息，并请老年旅游者当面签字，75

岁以上的老年旅游者需成年直系家属签字，

且宜由成年家属陪同；老年游连续游览时间

不宜超过3小时，连续乘汽车时间不超过2小

时。

规矩不是没有，而是旅行社没有按规矩

办事。本来，只要都按规矩办事，各方都无须

纠结，游客有游客的责任，有自己需要承担的

健康责任；旅行社有旅行社的权利和责任，无

须在权责以外承担额外的责任。七旬老人本

身就是特殊人群，确实不应该让旅行社来承

担所有的责任，只要大家都该规范走，责任的

认定并不难。而一旦不规范，扯出的问题就

多了。你敢说吴阿婆突然患病，跟你不合理

的行程安排没有关系？也就是说，问题并不

是出在要不要接受老年人参团上，而在于旅

行社有没有按规范办事。正因为旅行社的一

系列不规范化的操作，直接导致今天不可收

拾的结果。如今，旅行社很可能面临一笔巨

大的行政处罚，还有可能面对一场索赔官司，

而保险公司能不能介入承担损失都是个问

题。早知今日又何必当初？

规范化运作看起来是捆住了旅行社的手

脚，让其有所顾虑，是在保护游客的利益，但

难道不也是在保护旅行社的利益？规范是在

帮助旅行社厘清自己的权利和责任，只有规

范化的动作才能将各方的风险降到最低，这

是对大家都有利的事。

老年人参团出游，越规范越安全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为营造清静净心的

校园环境，减少学校非教学负担，浙江省委教

育工作领导小组近日印发《关于规范中小学

进校园活动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要求从严认定和规范管理进入中小学校园活

动，除时政教育、安全健康教育等即时性、事

先无法计划的活动外，凡未经审核认定的活

动，一律禁止进入校园或组织中小学生或幼

儿参加。《意见》还明确“小手拉大手”等四类

活动禁止进校园。

由于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各类进校园

活动呈泛滥之势。一石激起千层浪，《意见》

甫一发布，就引发了舆论热议。浙江省教育

行政等部门组成的调研组调查发现，当前进

校园活动数量繁多。被调查的308所学校过去

一年共接受5568项进校园活动，平均每所学校

每年有18.1项，其中最多的一所学校达到125

项，平均每周开展3.1项。在各类学校中，城镇

小学活动最多，年均达23.1项。调查还显示，有

近一半的进校园活动要求学生全体参与，活动

开展的时间超过3天，还有30%多的活动持续

半个月以上，过程繁琐，学校和教师要花大量时

间组织，给师生增加了较重的负担。

去年，《钱江晚报》一则题为《3 年接 188

项和教育无关的临时任务，老师忙到“怀疑人

生”》的报道，就激起了老师们的强烈共鸣。

各类进校园活动不仅多，而且往往与学生发

展无关或关联度不大。近一半的进校园活动

是由其他部门、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主

办。由于缺乏统筹规划，进校园活动过多，且

不少活动未遵循教育规律，不但未起到应有

教育效果，反而使学校疲于应付，对学校日常

教学秩序造成了干扰。老师不堪其扰，学生和

家长同样深受其害：孩子有忙不完的小队活动、

写不完的征文、编不完的小报、点不完的赞、投

不完的票、下不完的手机APP、关注不完的公众

号⋯⋯自己完成不了，只能爸妈顶上。家长们

忙完了工作，还要继续面对形形色色的“家长作

业”，不仅徒增了许多焦虑，还往往误以为是

老师布置的任务，给家校关系蒙上了阴影。

事实上，很多任务并非出自老师、学校甚

至教育部门的本意，而是各级各部门都想从

娃娃抓起，凡事都想进校园，都想小手拉大

手。天下苦“进校园”久矣，却因为牵涉方方

面面，单个或几个部门往往难有良策。此次

由浙江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印发的实施意

见，直指这一教育顽疾，彰显了党委政府的意

志决心，体现出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勇气和

魄力，可谓正本清源之举。当然，规范严控中

小学进校园活动，并不是让学校关起门来教

书，而是尽可能减去与教书育人无关的内容。

《意见》不仅对进入中小学校园的活动明

确了原则与规范，还赋予了学校一定的选择

权。比如，学校每学期在清单中选择不超过

5 项进校园活动，各部门要充分尊重学校的

自主权，学校有权根据相关法规拒绝未经审

核认定、干扰学校正常教学秩序的进校园活

动。一纸文件，或许很难完全解决问题，但最

起码给各部门、各方面发出强烈的政策信号，

进校园活动不是想办就办。

“小手拉大手”，进校园活动不能想办就办

据本报报道，近期热浪滚滚，但在上海外

滩却看到不少反季节拍摄宣传照片的童模，

他们穿着厚厚的羽绒服或毛衣，在三伏天的

室外进行拍摄，而在我省的杭州、湖州等地也

有这种情况。童模三伏天穿羽绒服拍照的场

景，引发了争议。

从争议的内容看，对此持批评态度的比

较多。因为此时上海正值一年中最热的时

候，这个时间段一般气温在 35 度以上，体感

温度更加高。本来夏天在室外就觉得晕乎乎

的，更不用说穿着羽绒服，何况是抵抗力更加

弱的小孩了，要是中暑或者得了热射病，得不

偿失。在某些国家和地区，这种行为轻的叫

做疏忽照顾，严重的叫做非法使用童工和虐

童，要坐好几年牢的。还有，怎么区分是锻炼

孩子还是把孩子当摇钱树？锻炼的方式有很

多种，三伏天穿羽绒服这种锻炼方式妥当

吗？因此很多人留言说，这些童模的家长为

了钱连亲情都没有了，配做家长吗？

当然也有一些人持不一样看法，认为如

果孩子愿意，适当锻炼一下也挺好的。有的

国家小孩冬天穿短裤上学，为的就是锻炼吃

苦耐劳的品质。我们国家许多地方不也是军

训穿着长衣长裤暴晒，一站还站一天呢。还有工

地干活的工人边忍着热边劳动，外卖小哥楼上楼

下跑，当童模体验一下生活艰辛也没啥不好的。

何况羽绒服里面内衣有冰凉垫，反倒旁边跑来

跑去的孩子父母比孩子更苦。说一千道一万

只要孩子高兴、家长愿意，不影响身体健康就

好。适度即可，不必大惊小怪上纲上线⋯⋯

的确万事都有对和错，度是最重要的。

对于这种磨练，家长心里要有个度。问题是，

不同的家长有不同的度，如何界定这个度？

还有童模毕竟是小孩子，他们可能也不怎么

懂什么是锻炼，怎么表达自己的想法。比如

今年 4 月，一段童模妞妞拍照过程中被一成

年女子用脚踹的视频在网络流传，由此童模

群体权益保护问题迅速引发社会关注。

所以这个“度”，最好是由第三方来定。

比如可以出个法律条文。妞妞事件之后，杭

州市滨江区检察院针对上述事件发布《关于

规范童模活动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意

见》，《意见》明确规定，在童模活动中，不得利

用不满 10 周岁的未成年人作为广告代言人；

不得连续使用童模超过一周或累计超过一个

月，导致童模辍学或变相辍学；不得连续活动

超过 4 小时；不得让儿童穿戴不符合年龄、有

违公序良俗的服饰，或引导儿童做不符合年

龄、有违公序良俗的动作、行为；不得以殴打、

谩骂等虐待方式对未成年人实施身体、精神

等侵害行为。这就对如何操作童模定了一个

“度”。

还有，可以由行业定个“度”，就是行业规

定。毕竟法律有时不能涵盖一切，或者会滞

后于事态发展。比如，杭州滨江区的《意见》

就没有预料到童模三伏穿羽绒服拍照的这种

情况。很多情况，还是由行业出面定个规矩

比较好。如杭州童模事件发生后，就有上百

家淘宝童装店主联名呼吁规范童模拍摄行

业，推动童模保护。

互联网经济的发展使儿童模特成为新兴

产业，同时也暴露出儿童权益保护相关问

题。无规矩不成方圆，给童模定个规矩不是

“私事”，更不是为了挡一些家长的“财路”，而

是提升整个社会未成年人保护水平不容忽视

的一环。

童模三伏穿羽绒服拍照忙，划个刻度降降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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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严控中小学进校园活

动，并不是让学校关起门来

教书，而是尽可能减去与教

书育人无关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