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红景点”
表里不一，其
背 后 的 夸 大
宣 传 不 仅 是
一 种 严 重 的
失信行为，也
是 一 种 不 正
当竞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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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向荣 国庆长假期间，很多人玩得很嗨，但也

有一些人在微博、朋友圈怨声载道：“永远

别相信网红打卡景点！”有人说，自己“踩了

一天雷”；有人说，千里迢迢奔赴某网红景

点，结果发现“货不对板”。比如，一个号称

“糖果小镇”的沈阳集装箱小镇，其实压根

没有糖果的氛围；热传的云南澄江一处“粉

红沙滩”，其实不仅颜色不对，连所谓的沙都

是粗粝石块和厚实泥土⋯⋯而这一切皆拜

“照骗党”的滤镜之功。

旅游的目的，自然是通过欣赏别处的

风景以获得美的享受。但是，这几年有不

少“网红景点”靠虚假宣传，发布不符合实

际的唯美图片，吸引游客来消费。

大多的“照骗”，是某些商家有意为

之。他们或自己操刀上阵虚假包装，或找

博主发“照骗”推广，通过夸大宣传以迅速

提升景点知名度吸引客流，谋求短期内高

额回报。他们以为，只要能把游客“骗过

来”，宰一个是一个，宰一次算一次，反正眼

前的利益有了，管它什么长远打算？有人

统计过，中国竟有 43 个“小圣托里尼”、102

个“小京都”、52 个“小瑞士”、40 个“小奈

良”，无怪乎网友调侃：“全世界有 62 个镰

仓，61个在中国。”

“网红景点”表里不一，其背后的夸大

宣传不仅是一种严重的失信行为，也是一

种不正当竞争行为，侵犯了游客和其他景

区的合法权益。

旅游业的长远发展，是建立在产品和

服务基础上的，是需要有真正内涵的。靠

不实宣传注定只能红一时，只能是一锤子

买卖。游客来到这种粗制滥造、毫无内涵

的“照骗”景点，来前的希望有多大，到后的

失望就有多大，不仅会马上转身永不再来，

还会搭上对当地的负面评价。

靠夸大宣传包装出来的“网红景点”，

不仅会很快过气，更重要的是会影响当地

旅游业的美誉度，让那些诚实经营的优秀

景点成为牺牲品，可谓一粒老鼠屎坏了一

锅汤，对整个旅游消费环境带来不可估量

的损害——这需要引起各地旅游管理部

门的重视，需要有所作为。靠滤镜包装出

来的“网红景点”，应该成为各地旅游业的

公敌。

靠“照骗”走红的景点，注定走不长远

从 美 丽 贷 到
彩礼贷，这些
无 底 线 的 所
谓创新，在让
消 费 者 背 负
不 可 承 受 之
债务的同时，
也 给 自 己 埋
了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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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什么生意都可以做的。可有的机

构和个人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将消费

与爱情、相貌等深度捆绑，彩礼贷、美丽贷、

墓地贷等产品应运而生。近日，这些由消

费贷变种而来的奇葩产品，被有关部门监

管规制。

据南方财经报道，10 月 5 日，中国银保

监会在官网发布通知，积极推动消费信贷

规范健康发展；推动健全有利于消费信贷

可持续发展的管理制度和指标体系；坚持

依据客户还款能力合理授信，不得诱导金

融消费者盲目借贷、过度超前消费。针对

个别机构打着所谓“金融创新”的旗号，推

出各类“奇葩贷”，通知明确要求：银行机构

不得开发违反公序良俗、助长社会陋习和

不良风气的墓地贷、美丽贷、彩礼贷等消费

信贷产品，坚持打击各种“伪创新”。

今年以来，国内有银行打着金融创新

的旗号，推出各类“奇葩贷”，频频引发争

议。先是江西九江银行推出彩礼贷，以“彩

礼开销不用愁‘贷’来稳稳的幸福”为标语

宣传产品，引发质疑；随后昆明一家墓园

与银行合作推出“墓地按揭贷”金融服务项

目，最高可贷款 20 万元，贷款期限可达 10

年；至于各地因美丽贷而落入“美丽陷阱”

的新闻更是频繁见诸媒体⋯⋯总之，各种

名目的“贷”令人眼花缭乱。

毋庸讳言，在一些地区，过高的彩礼已

经成为年轻人走进婚姻的障碍；而各地陵

园涨价，墓地价格高烧不退，亦成为普遍现

象。它们成为很多普通百姓的生存痛点，

常有人感慨“结不起”“病不起”“死不起”。

于是乎，一些号称为百姓分忧解愁的

所谓金融创新出现了。银保监会曾给出衡

量金融创新的标准：是否有利于支持实体

经济，是否有利于防范金融风险，是否有利

于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而彩礼贷、美丽

贷等金融类产品，不但谈不上支持实体经

济，反倒在鼓励攀比风，诱导消费者过度负

债，触碰社会公序良俗的底线，不利于防范

金融风险。人民银行相关负责人就说过，

彩礼贷之类的消费贷款，通过制造噱头的

方式来宣传获客，反映出部分中小银行自

身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需要各级监管部

门及时制止，以儆效尤。企业逐利本无可

厚非，但不能因此逾越道德和法律底线。

企业的社会责任，应体现在遵守社会公序

良俗，带给民众更多的正向力量上。

说到底，个别银行给各种“奇葩贷”站

台，其实是在给自己拆台。从美丽贷到彩

礼贷，这些无底线的所谓创新，在让消费者

背负不可承受之债务的同时，也给自己埋

了雷。及时叫停危害社会的各种“奇葩

贷”，当是社会之福。

“奇葩贷”，假创新，真埋雷

前两天，“高中生国庆假期兼职保洁

员挣 1400 元”的事，上了微博杭州同城热

搜。

据钱江晚报·小时新闻报道，高中生施

更顺为了帮父母减轻负担，利用国庆长假

兼职做保洁员，在西湖边的湖滨步行街扫

地捡垃圾，一天200元，7天能挣1400元。

小施身上至少有两点非常值得称道。

第一，当然是他为父母分忧的举动。小施

的爸妈都是安徽人，来杭州打工十五六年

了。母亲是保洁员，爸爸干的也是体力

活，显然，爸妈的艰辛，儿子小施是看在眼

里的。一家人靠辛勤的劳动在大城市安

了家，扎下脚跟，这是颇为不易、很有励志

精神的事。小施打工赚的钱虽然无须交

出来贴补家用，但他用这种方式攒自己的

生活费，不用开口要钱，已经是在为父母分

忧了。

第二，则是他面对劳动的态度。在这

个年龄，他能够穿上一身保洁员的制服，坦

然走在湖滨步行街这样人流密集的街头，

表明了他具有高于不少同龄人的价值观

——劳动不分贵贱，也表明他对自立有着

深刻的认识。不说别的，大手大脚花钱这

个同龄人常有的毛病估计他就不会犯，自

己一步步扫地赚来的钱，每一分都渗透着

汗水，用起来自然会慎重许多。

小 施 的 自 立 和 自 律 ，收 获 无 数 点

赞。但这件事之所以引起这么多人的关

注，还在于它涉及的教育问题。小施的

懂事，有着超越同龄人的成熟，这种成熟

若放在经济条件优越的城市孩子中，的

确是种不可多见的品质。显然，大家都

看到了这种品质背后的巨大价值，有可

供借鉴的意义。

“双减”以后，之前那种学业占据孩子

绝大多数时间的局面已经改变，大家面临

着接下来的路如何走的问题。如何给孩

子创造一个良好的成长空间，如何给孩子

规划一条健康成长的道路，是摆在面前的

现实问题。

小施身上体现的这些闪光点，以及他

的成长足迹，正好可以成为这个问题的答

案之一。不管是高中还是大学，都是积累

人生经验、养成正确价值观的关键时期。

一个人在走入社会之前，有社会实践、勤工

俭学的经历，一定有助于他认识社会，了解

社会，也有助于形成对自己对他人的客观

评价，从而养成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不是物质，不

是优越的生活条件，甚至不是各种机会，而

是一种能从各种纷扰中走出一条路的品

质，这是需要在书本之外在生活中不断磨

砺才有可能形成的。

自立与自律，让成长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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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施 的 自 立
和自律，收获
无 数 点 赞 。
但 这 件 事 之
所 以 引 起 这
么 多 人 的 关
注，还在于它
涉 及 的 教 育
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