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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武功山又“出圈”了。这次不是因为金顶日出，而是因

为环境和收费问题。据报道，有游客徒步武功山，被收取10元卫

生费。然而，喝完的矿泉水瓶、塑料袋子等垃圾依旧未及时清

理。当地工作人员称，游客徒步经过沈子村，造成乱扔垃圾情况

严重，因此收取10元卫生费，由村委会安排人员进行清理。

相关消息引发热议：游客路过景区，村委会是否有权收取

卫生费？程序是否合规合法？费用是否用在了环境卫生维护

上？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武功山为 5A 级景区，门票价格为 70

元。从沈子村登山口开始的这条户外徒步线路，不在景区管辖

范围之内，游客走这条线可以省去门票钱。今年受“特种兵旅

游”热潮影响，武功山景区徒步游人气高涨，吸引了不少人前去

攀爬，一些游客随手乱扔垃圾，造成了一定的环境污染。

基于徒步游对村民承包的土地及周边环境造成的影响，沈

子村村委会开会讨论决定，收取卫生费，安排人员负责处理垃

圾，并已上报镇里备案。因此从8月份开始，该镇辖区内的三处

登山口沈子、东江、堎头，每一处都会收取 10 元卫生费，用以维

护徒步线路的环境卫生。

换位思考，便不难理解村镇收取卫生费的初衷。但收费不

是目的，不是为收而收，而是要将其真正落实到位。从报道来

看，卫生费收取已经两个多月，但情形并未明显改观，一些区域

的水瓶、塑料袋、奶茶杯、纸巾等仍然随处可见。这难免让人怀

疑：垃圾是不是及时清理了？卫生费是不是真正用在了维护环

境卫生上？倘若是以保护环境的名义行变相收费之实，从而演

绎出“要从此山过，留下买路钱”的武功山版本，则会令社会大

众失望。

平心而论，谁也不愿意看到一个被垃圾污染的景区。除了

武功山，国内不少景区都遭遇过垃圾的困扰。对管理方而言，

维护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何况武功山这种情况特殊

的徒步线路，清理维护的难度可想而知。但既然收了费，就要

探索出切实可行的管理办法，设置垃圾桶投放数量和点位，加

强监管，加大巡查力度，接受广大游客的监督。

显然，爱护景区环境，不能止于收取卫生费，更不能一收了

之。事实上，爱护环境、破解景区垃圾困扰人人有责。管理方

不管有没有收费，都有维护环境卫生的责任。游客也应敬畏自

然，提高文明素养，不做大煞风景的事。如此，景区与人，美美

与共才会长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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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位于云南澜沧拉祜族自治县竹塘

乡蒿枝坝的示范地里，迎来了“旱地水稻”的

丰收季。而此前“旱地水稻”却经历了一场

风波：为了方便“旱地水稻”在当地百姓间推

广种植，负责研发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朱有勇

及其团队在当地使用了“水稻种在山坡坡

上”以及“水稻上山”的说法。

孰料这些推广语引起了轩然大波，引来

质疑。有人认为这是异想天开、劳民伤财；

有人担忧这会倒行逆施，导致水土流失；更

有 人 质 疑 朱 有 勇 团 队 浪 费 国 家 科 研 经

费⋯⋯不一而足。

其实，无论如何称呼这个项目，其背后

的实质都是国家支持科技下乡，运用科研力

量、民生技术去赋能现代农业的重大策略。

在推广之初，一项新的民用技术受到多方的

热切关注不难理解，但是否也应给予多些理

解和支持？

“不想再用玉米换大米”“种出自己的水

稻”是当地百姓的真实诉求。朱有勇团队正

是为此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在接连解决了“旱

地水稻”种植技术上的多个困难后，才在当地

种植了示范试验田，并进行推广与种植。

换言之，“旱地水稻”在当地的推广与种

植，其实是一场科研人员和当地百姓相互理

解、共同努力之下的双向奔赴。刚刚丰收的

“旱地水稻”示范点今年亩均产量都在 550

公斤到 700 公斤不等，达到甚至超过了普通

水稻种植的年产量。

理解与支持不一定能创造亩产奇迹，但

一定能让科技下乡之路走得更顺利、更宽

广。“春耕秋收”，水稻从种植到收成需要时

间，科研技术从下乡到取得成果，同样需要

足够的时间去试验和沉淀。

在黄河流域的盐碱地里培育出东海青

蟹用了近 5 年，杂交水稻从立项研究到初见

成效用了近 10 年，新疆内陆海鲜的培育从

无到有经历了约 50 年的跨度，海南培育国

产榴莲耗费的时间超过了 60 年，而国际上

无土栽培技术从初见雏形到大规模推广，更

是用了将近一个世纪。这些“异想天开”而

又成效斐然的农业科研成果说明，好的技术

需要投入足够的研发时间。

在外界看来，科学研究很多时候就是

“变不可能为可能”。因此科研需要更加开

放、包容的大环境。我们在面对新生技术的

时候，不妨多些克制与冷静，多些理性的认

知与探索，少些无端的揣测与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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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报道称，某网友分享旅游省钱过夜小妙招：

外出旅游订不到房间，可以到医院急诊室挂号留宿。

“头一次听说能占医院的便宜”“这是在引导别人占

用医疗资源”“为了流量毫无底线”⋯⋯旅游订不到房间

确实是一桩糟心事，但这种省钱“妙招”令人不敢苟同，该

行为遭到网友们的一致声讨。

众所周知，医院夜间开设急诊室是为了给需要急救

的患者提供一条绿色通道。通常情况下，不是情非得已，

基本上不会有人选择半夜三更去看病。与白天人头攒动

的诊疗情况相比，大医院夜间急诊室的患者数量会有所

下降。但是，在医疗资源总体并不宽裕的当下，抢救床位

还是相当紧张的资源，应该为有需要的伤病员服务。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由于意外事件的不

确定性，夜间急诊的患者数量也难以预估。前一分钟可

能还是挺空的，后一分钟就会遇到需要医护人员全力抢

救的病患。救人一刻也不容耽搁，倘若因为个别人的省

钱“妙招”而影响了对危急病患的救治，谁来负责？更何

况，值夜班的医护人员本来就很辛苦，如果能少一些不必

要的打扰，也有助于他们保持良好的状态面对病患。

本就紧张的急诊床位是拿来救命的，而不是拿来占

便宜的，这理应是一个最基本的常识。上述的歪主意除

了有误导公众之嫌，更要看到其背后是流量思维在作

祟。为了流量毫无底线，这样的行径不能惯着。医疗资

源容不得儿戏，即便其没有产生实质后果，对于这种“大

聪明”，相关平台也应该采取封号之类的严厉处罚，以儆

效尤。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流量罔顾公序良俗并非个例。

一些网络社交平台成为“毁三观”内容的传播基地，一些

人不惜以奇葩、恶俗制造“网红效应”，一次又一次地刺痛

公众眼球。所谓的旅游超省钱过夜“小妙招”，其恶劣程

度或许存在差异，但性质如出一辙。如果制造“流量病”

的机制没有改变，那为了吸引眼球不择手段的场景就会

一再上演。

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为了清朗网络空间，有关部

门一直致力于流量至上的治理。升级技术甄别手段，加

强网络算法研究和引导，不给错误内容提供传播渠道，改

变公众的猎奇心态，依法规范网络言行，才是治本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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