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版编辑：王丽娟 Email：crdzbs@163.com 热线：(010)5680504304 CHINA REFORM DAILY

观 察 家

专题 TopicTopicTopic 2019.08.13 星期二

相关资讯

□ 王文化 王劲玉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消

息，对山西省晋中市乔家大院

景区予以取消质量等级处理。

一时间，这个因电影《大红灯笼

高高挂》和电视剧《乔家大院》

而广为人知的晋商院落备受关

注。一个知名5A级景区被彻

底“摘星牌”，背后有哪些问题

值得反思？

旅游产品类型单一
过度商业化问题严重

乔家大院始建于清乾隆年

间，1986年祁县政府依托乔家

大院原址设立祁县民俗博物

馆，后更名为祁县乔家大院民

俗博物馆。随着知名度迅速提

高，这些年来乔家大院的游客

越来越多。与此同时，这个景

区也出现诸多问题，文化和旅

游部对乔家大院的暗访调查报

告，点出了乔家大院被“摘星

牌”的症结所在。

一方面，景区旅游产品类

型单一，更新换代较慢。目前，

景区以静态的建筑展示和不同

主题的室内陈列展示为主，类

型单一。尤其室内陈列展示部

分，内容更新不及时、制作不精

致、展示方式陈旧、维护不力，

旅游产品没能实现更新换代。

另一方面，景区过度商业

化问题严重，影响景区品质提

升。景区内购物场所数量较

多、面积较大、经营秩序和规范

有待提升；演出场所还有假托

书法家免费创作、实则进行书

法拍卖等商业活动；出口区商

业街过长，景观质量差，普遍存

在不明码标价、服务质量差等

经营不规范问题；景区内的广

告较多，影响景区旅游氛围营

造和品质提升。

此外，停车场、游客中心、

导游讲解、景区内各类软硬件

设施也普遍存在问题。在安全

和卫生、综合管理方面存在的

问题也同样被重点批评。

网上有对乔家大院的各种

“吐槽”，从景区卫生环境差、陈

列杂乱、门票高到文化故事讲

解简单等，部分游客还遭遇了

强买强卖等不愉快经历。

新华社记者走访发现，在

乔家大院景区近一个半小时的

讲解中，主要景点在中堂需要

近一个小时，138元的门票及

120元的导游讲解费用确实较

贵，且过度商业化与晋商重诚

信的形象不相符。

运营企业能力不足
政府协调监督不够

采访中，不少知情人对乔

家大院被“摘星牌”并不意外。

过度商业化、环境差等问题将

矛头直指乔家大院的管理部

门，引进的市场化公司在景区

运营过程中的能力也遭受质

疑，管理体制不顺同时制约着

景区发展。业内人士认为，乔

家大院的问题具有代表性，值

得深刻反思。

——运营企业能力被质

疑。景区内发现的陈列产品单

一、经营秩序紊乱等问题均由

运营主体乔旅公司负责。景区

内的布展、陈列不仅不能完整

地表现晋商文化的精髓，且被

商业元素笼罩，乔旅公司的运

营能力遭受质疑。

为何会引入这样一家公司

运营？据悉，2016年，祁县政府

为丰富乔家大院景区业态成立

了乔旅公司，民营资本斥资4.5

亿元收购乔旅公司 45%的股

份，随后又通过增资等方式，共

持有乔旅公司86%的股份，负

责运营除在中堂之外的其他三

堂一园及周边建设。

太原旅游职业学院副院长

韩一武说，过去，山西大量存在

煤焦冶电等传统工业，随着资

源型经济的逐步退出，文旅产

业成为这类资本的出口。对于

文化资源的开发，政府应对资

本进行严格把关，有资本但更

要有内涵。

——政府不能对景区周边

进行有效管理。据当地政府相

关人员介绍，在乔家大院的打

造过程中，祁县政府对乔家大

院所在地乔家堡村实行了整村

拆迁，拆迁后的乔家堡村民大

都依托乔家大院及周边商业生

活。一方面，居民占据违建商

铺随意兜售产品，经营不规范

且形象差；另一方面，企业因土

地被占无法进行景区建设，双

方矛盾越积越深。

山西省旅游景区质量等级

评定员许萍介绍说，在世界文

化遗产地的评定中有处理好与

周边居民关系的规定，旨在为

景区创造一个好的人文环境。

“虽然国内A级景区的评定中

并没有这条规定，但在景区的

开发过程中，地方政府既要妥

善解决居民的生产生活问题，

也要为景区建设营造良好氛

围。”许萍说。

——管理体制机制不顺，

监管履责缺位。据晋中市政府

相关负责人介绍，乔家大院景

区目前共有6家运营主体，多头

管理导致景区管理混乱。祁县

文化和旅游局、乔家大院管理

处、乔旅公司、乔家大院民俗博

物馆等均对景区有一定的管辖

权，“九龙治水”的管理局面导

致游客面对乱象投诉无门，发

生各类问题无人负责。

闭馆集中整治
力争重塑品牌

8月7日，乔家大院开始闭

馆十天，全面清理商业店铺，并

围绕游客中心、停车场、展室和

服务质量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

行集中整改，并且在重新开放

时调整价格。

祁县相关部门指出，乔家

大院将集中一个月的时间突击

整改，利用半年的时间规范提

升，一年内重新再创5A品牌。

为重塑形象，乔家大院任

命了新的乔家大院旅游区管理

处领导班子，实现管理处与博

物馆合署办公。此外，还组建

了30名警力的专业队伍，重点

开展乔家大院周边秩序、治安、

交通、环境问题综合巡查和及

时处置。

目前，晋中市和祁县相关

部门按照文化和旅游部提出的

6个方面、33项突出问题和自我

查摆的4个方面、12项问题进

行整改，并成立了多个专项工

作组，对乔家大院景区的整改、

问责、提质增效进行部署。

祁县相关部门表示，对暴

露出的相关问题及责任人，对

其失职情况开展认真调查，并

按干部管理权限予以严肃追

责。常态化跟踪监督整改情

况，对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对

明察暗访、群众投诉、媒体曝光

整改不力、造成不良影响和后

果的，依照相关规定和程序实

施责任追究。

晋中市及祁县两级政府表

示，要用壮士断腕、刮骨疗毒的

决心治理乔家大院的乱象。

□ 陈爱平

刚满五岁、身高已超过1.4

米的冉冉这个暑期来到上海旅

游，发现不少上海景点在身高

不超过1.3米免票的基础上，新

增年龄不超过6周岁也免票的

规则，冉冉一家受益其中。

“节省下来的数百元门票

费用，给儿子买了科普纪念品，

还多买了一些本帮特色小吃，

感觉行程实惠又充实了不少。”

冉冉的父亲陈强说。

沪上越来越多的景区景点

已实施“身高兼顾年龄”的人性

化票价规则，惠及更多未成年

人。新华社记者梳理出的20多

家知名景区就涵盖了上海科技

馆、上海野生动物园、上海中心

大厦上海之巅观光厅、豫园、广

富林文化遗址等。

“上海中心每天约接待按

身高须买票、按年龄则无须买

票儿童为30名~40名，今年7月

1日迄今，全新的‘身高兼顾年

龄’票价规则累计让近千名‘高

个儿童’享受免票福利。”上海

中心大厦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上海欢乐谷和上海海昌海

洋公园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

暑假新接待了更多按年龄无须

买票的儿童游客，孩子有更多

乐趣，父母也省钱省心。

携程旅行网此前预测，今

年暑期亲子游仍是主流，带孩

子出行的父母占旅客比重超过

三成，儿童游客较去年同期增

长50%。

亲子游“爆棚”使儿童票价

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今

年6月，长三角消保委联盟开展

的景点儿童免票规则联合消费

调查显示，长三角已成为62.3%

的消费者亲子出游的首选目的

地，但区域内大多数景点以儿

童身高作为免票标准，采取“身

高兼顾年龄”的景点仅6.2%。

国家卫健委2018年6月发

布的标准显示，我国7岁儿童身

高的中位数已经超过1.2米，12

岁儿童身高中位数超过1.5米；

而国内很多景区、公园沿用一

直以来的身高标准，免票身高

线多为1.2米~1.3米，优惠票身

高线多为1.4米~1.5米。

“原有门票规则与当时中

国孩童的身高状况匹配。但随

着中国家庭收入水平提升以及

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中国青

少年营养状况更好，更多孩子

开始‘年龄不达标、身高却超

标’，让原有的票价规则过时

了。”上海科技馆相关负责人说。

陈强说：“多花钱是一方面，

看着孩子一脸稚嫩却要‘提前享

受成人待遇’，觉得不够合理。”

这一状况正在改变。长三

角消保委联盟倡议区域内景点

推行儿童免票身高与年龄兼

顾，得到沪苏浙皖240余家景点

企业的积极响应，包括江苏周

庄古镇，浙江西溪湿地，安徽西

递景区、黄山风景区等。

上海科技馆、上海自然博

物馆（上海科技馆分馆）自开馆

迎客就实施了“身高兼顾年龄”

规则,身高不超过1.3米或年龄

不超过6周岁的儿童凭身份证、

户口本等证件顺利入馆，若未

携带证件再量身高。数年来，

科技馆位列上海“最爆棚”景区

榜首，今年暑期又迎来大客流。

今年6月起，两处场馆实施

全新的实名制全网售票，家长

通过官方微信和网站购票时，

会自动弹出儿童票免票或优惠

政策提醒。借助互联网平台，

有助于提高游客购票、验票效

率，让更人性化的规则惠及更

多未成年人。

□ 王 珂

前不久，文化和旅游部发

布公告，对 7 家质量严重不达

标或存在严重问题的5A级旅

游景区予以处理。其中，山西

省晋中市乔家大院被取消 5A

级景区资质。随后，乔家大院

旅游区管理处发布公告称，为

尽快完成整改，8月7日~16日

乔家大院暂停运营。

这不是国家旅游主管部

门第一次对A级景区实施“有

进有出”的动态管理，之前已

有一批市场秩序混乱的 A 级

旅游景区被“摘牌”，其中不乏

4A、5A 等知名景区。从严重

警告到直接“摘牌”，相关部门

再次出手，不仅传递出加强景

区评级规范管理的明确信号，

也意味着对 A 级景区实行动

态化管理已成常态。

事实上，我国A级景区的

申报和管理，都有一套明确的

制度。尤其是代表我国旅游

风景区最高等级的 5A 级景

区，申报更是有着严格的程

序，评级需要经过充分论证和

审核。然而，由于以前景区评

级管理缺少退出机制，A级景

区成了“终身制”，一些景区打

起这样的小算盘：申报A级景

区时，不惜投入巨额资源，申

报成功、拿到“金招牌”后，就

180 度大转弯，把游客体验抛

之脑后。旅游主管部门对 A

级景区开出“有进有出”的药

方，可谓是对症下药，让这些急

功近利的景区不能再钻空子。

景区评级管理“有进有

出”，说到底是通过建立动态

评级体系，鼓励和督促景区提

升管理水平。在乔家大院“被

摘牌”后，山西祁县立即成立

综合整治领导组，并回应称，

将以更严的标准、更优的服

务，确保景区整治取得显著成

效。对于景区来说，评级不是

终点，而是继续完善服务的起

点。评级越高，就要越重视把

功夫做在平时，提升旅游服务

质量，如此才能继续捧着A级

景区这个“金饭碗”。

当前，我国旅游市场的需

求还在持续迸发，人们的旅游

诉求也在不断升级。仅靠评

级就想一劳永逸的想法已经

过时，口碑立身、品质说话才

是 景 区 将 来 吸 引 客 源 的 正

道。希望景区能化“摘牌”之

危为擦亮“金招牌”之机，为游

客营造更加舒心和放心的环

境，为旅游行业发展带来更多

正能量。

上海景区门票“身高兼顾年龄”惠及更多儿童

乔家大院景区被“摘星牌”谁之过

“5A级”资质不是铁饭碗

本报讯 近日，河南省要

求各地文旅部门立即着手在

全省所有511家A级旅游景区

中开展以自查和复核检查为

主要内容的“大检查”。

按照河南省文旅厅要求，

全省511家A级旅游景区应依

照国家标准，在旅游交通、游

览、旅游安全、卫生、邮电服

务、旅游购物、综合管理、资源

和环保等8个方面进行自查自

纠，并切实做好问题整改，不

断提升旅游服务管理水平，维

护A级旅游景区品牌形象。

同时，河南省文旅厅还要

求，9月5日前，各地文旅部门

要采取明察暗访方式完成对A

级旅游景区的复核检查工

作。对不达标景区，视情况给

予签发警告通知书、通报批

评、降低或取消等级处理。同

时，对在A级景区管理中失之

于宽、失之于松、失之于软的

省辖市、省直管县（市），取消

其3A级及以下旅游景区评定

资格。

据悉，三类景区为此次

“大检查”重点：一是有群众反

映存在乱建设、乱开发情况，

造成旅游资源和旅游环境严

重破坏的；二是游客投诉较

多、社会反响较差、服务质量

下滑的；三是评定时间较长、

设施严重老化、近两年内复核

未检查到的A级旅游景区。

（李 鹏）

河南启动A级旅游景区“大检查”

本报讯 炎炎夏日，森林

成为避暑纳凉好去处。来自

江西省林业局的消息称，为推

动江西省森林旅游资源开发、

激活“沉睡”资产，江西近日举

办首届森林旅游节，打通绿水

青山与金山银山的转换通道。

江西省林业局局长邱水文

介绍说，举办森林旅游节，是

为了推动森林旅游普惠各地

民生福祉，真正走出一条“不

砍树、能致富”的绿色发展之

路，让满眼绿水青山源源不断

地带来金山银山。

江西是林业大省，是国家

生态文明试验区，11个设区市

全部成功创建国家森林城

市。江西森林面积 1079.90

万公顷，湿地面积91.01万公

顷，森林覆盖率居全国第二。

江西拥有良好的森林资源禀

赋，去年江西省森林旅游资产

达937亿元，接待游客1.64亿

人次。 （姚子云）

江西举办首届森林旅游节

黑龙江伊春：消夏旅游热
时值八月，黑龙江省伊春市林区空气清新，凉爽宜人，吸引

众多游客。图为游客在伊春市九峰山养心谷景区观光。

新华社记者 李晓果 摄

大理古城不夜天
暑期，云南大理古城越夜越精彩，从华灯

初上到夜色正浓，汇集于此的各地游客看夜

景、品美食、听歌赏舞，感受古城不夜天的魅

力。图为游客在大理古城一旅游纪念品店铺

挑选明信片。

新华社记者 秦 晴 摄

在身高不超过1.3米免票基础上，新增年龄不超过6周岁也免票规则

过度商业化、环境卫生差等问题将矛头直指乔家大院管理部门，引进的市场化公司

景区运营能力遭受质疑，管理体制不顺制约景区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