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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部《旅游
法》实施在

即 国家旅游局
回应热点

团队游价格上
涨是理性回归

本报记者 尹 婕

《旅游法》对这样的现象说不

美国商务部的一份数据显示，!"#$ 年中国游

客在美人均消费 %$&% 美元，远高出赴美其他国际

游客平均 !''&美元的消费水平，排位第一，同年

中国游客在美消费共计 %%亿美元，为美国创造了

$( 万个就业机会。除了美国，在东南亚、日本、

欧洲、中东，哪里不是中国游客购物最疯狂，奢侈

品买的最多？我们的消费能

力或许已经排位第一，但是

我们未见得是目的地国最受

欢迎的游客。当我们大把的

旅游消费时，很可能已被看

成是“会走路的钱包”。

我的一个同事告诉过我

他的一段经历：有两个中国

旅游团游客因为在飞机上随

意调换座位，引起激烈争

吵，以至动手，导致飞机延

误起飞。飞行过程中，他们

依然吵闹不休，以致于机长

差一点决定返回地面。

外国人如何认识与看待

中国人，以及我们这个国

家，很大程度上就是根据中

国游客的行为表现。所以不

文明的出境旅游行为不仅仅

是有损个人形象，还会损害

中国礼仪之邦的良好形象。

我作为一名带领国人出

境旅游的领队，一个重要职

责，就是用我们频繁出入国

门的专业知识，细心且耐心

地教给还不够成熟的旅游者

各类出国旅游的基础知识，

介绍目的地国家的文化差

异，引导游客在发现风景美

的同时，完善自我，弥补差

距。有一次在日本北海道，

因为前一个晚上的大雪导致

了航班的大面积延误，这时

候机楼里安静有序，日本人

都在耐心地等待。一个小时

之后我的客人开始躁动不安

起来，我引导他们去观察日

本人的行为，告诉他们因为

天气原因需要耐心的等待。

在这样的环境中，客人们的

情绪逐渐的稳定下来。有时

带团去新西兰，我会引导团员去看看外国人热爱生

活和大自然的方式。在这样的氛围中，中国游客会

入乡随俗地在美丽的湖边轻声交谈，愉快野餐，不

留一点垃圾在岸上。遇到陌生的外国游客，他们还

会友善地报以微笑。

（李南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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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业与旅游者翘首以盼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旅游法》，将于 #&月 #日正式施
行。该法对于如何消除零负团费、强迫购
物、欺客宰客等乱象，均有明确规定，因
此备受各方关注。

近来，不少旅行社推出的“十一”黄
金周旅游产品价格，较之过去都有大幅上
涨。旅游企业是否借《旅游法》实施之机
涨价？ 《旅游法》 是否禁止旅游者购物？
旅游者权益如何保护？国家旅游局日前在
京召开了贯彻执行《旅游法》有关问题咨
询会，对此一一作出回应。

团费上涨
———产品价格理性回归

《旅游法》第 ()条规定，“旅行社不
得以不合理的低价组织旅游活动，诱骗旅
游者，并通过安排购物或者另行付费旅游
项目获取回扣等不正当利益”，“不得指
定具体消费场所，不得安排另行付费旅游
项目”。可以说，旅行社原先存在的“隐
性利润”被明文禁止。在此背景下，旅游
产品涨价成为众多旅行社的选择。

记者从旅行社方面了解到，“十一”
期间部分出境游产品涨幅达 *"+，东南亚
线路的价格涨幅甚至接近 #倍。

国家旅游局方面表示，近 ! 个月以
来，一批主流旅行社已经根据 《旅游法》
有关规定，主动调整经营方式，纠正低价
收客、安排购物和自费项目收取回扣等谋
取不正当利益的不合理经营模式。#&月 #

日后团队游价格的上涨不是一般意义上的
“涨价”，而是其价格水平理性的、正常的
回归。

一直以来，部分旅行社存在着以低于
接待和服务实际费用的价格招徕旅游者，
再通过安排旅游者在旅行社指定的具体购
物场所购物、参加另行付费旅游项目等手
段，获取不正当利益来弥补成本，即社会
俗称的“零负团费”的现象。国家旅游局
有关负责人表示，这是一种违反市场经济
规律的扭曲的经营模式，对旅游者合法权
益和健康的市场竞争都会带来负面影响和
危害。

国家旅游局强调，《旅游法》严禁旅
行社“零负团费”经营，旅游团费的上
升，是剔除旅行社行业各种“潜规则”、
恢复规范经营模式的正常反映和理性回
归。

治理“零负团费”
———并非禁止旅游者购物

国家旅游局相关负责人强调，关于治
理“零负团费”问题，《旅游法》重点规
范的是旅行社通过安排旅游者在其指定的
具体购物场所购物以及参加另行付费项目
而获取回扣等不正当利益的行为，并非禁
止旅游者购物或参加自费项目。

相反的，旅游者可以在旅游行程中的

自行安排活动时间内，自愿、自主地安排
个人的购物等活动，旅行社也可以选择旅
游目的地主要面向当地社会公众服务的商
业区，作正当、合理的行程安排，满足旅
游者的购物需求。此外，旅行社如安排具
体购物场所或另行付费旅游项目的，必须
符合以下几个要求：第一，不得以不合理
的低价组织旅游活动，不得诱骗旅游者，
也不得通过安排这些活动获取回扣等不正
当利益。第二，必须与旅游者协商一致或
者是应旅游者要求，旅行社、导游或领队
均不得指定具体购物场所，不得安排另行
付费旅游项目；即使旅游者同意，也不得
诈骗旅游者，不得通过安排这些活动获取
回扣等不正当利益。第三，旅行社必须充
分满足旅游者的知情权，就具体购物场所
和另行付费旅游项目的情况，包括具体的
名称、地点、时长、购物场所的主要商品
或自费项目的主要内容以及相关价格等情
况，向旅游者作出真实、准确、详细的说
明。第四，不得影响其他不参加相关活动

的旅游者的行程安排，要对这部分旅游者
的活动作出合理的安排。第五，不得将旅
游者是否同意相关安排作为签约条件，旅

游者不同意的，不得拒绝签订合同或者增
加团费；旅游者同意的，也不得减少团
费。旅行社违反上述相关要求的，旅游者
有权拒绝，也有权在旅游行程结束后 (&

日内，要求组团社或地接社，为其办理退
货并先行垫付退货货款，退还另行付费项
目的费用。

解决旅游纠纷
———旅游者应学会正当维权

当前，旅游者依法维护自身权益的意
识大大提高，对旅游市场秩序的规范起到
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实践中，也存在着
个别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有不恰当的行
为，包括在解决旅游纠纷中，有些过激的
言行，甚至导致行程难以顺畅进行，从而
损害了其他旅游者的利益。

根据 《旅游法》 规定，“由于地接
社、履行辅助人的原因导致违约的，由组
团社承担责任”。也就是说，不论是地接
社还是直接提供相关旅游服务的履行辅助
人的问题，组团社都要承担责任。因此，
旅途中发生的问题，旅游者除了可以及时
与地接社协商解决，或向当地旅游及相关
部门投诉解决外，如果不是当时必须解决
的，旅游者完全可以回到居住地后找组团
社承担责任。

旅游团队多由互不相识的游客组成，
每个旅游者的行为关系到其他旅游者的利
益，为了照顾其他旅游者的利益， 《旅游
法》规定，旅游者在行程中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旅行社可以解除合同：一是患有传
染病等疾病，可能危害其他旅游者健康和
安全的；二是携带危害公共安全的物品且
不同意交有关部门处理的；三是从事违法
或者违反社会公德的活动的；四是从事严
重影响其他旅游者权益的活动，且不听劝
阻、不能制止的。旅游者的上述行为造成
其他旅游者或旅行社损失的，旅游者也要
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因不可抗力或者旅行社、履行辅助人
已尽合理注意义务仍不能避免的事件危及
旅游者人身、财产安全的，由旅行社与旅
游者分担旅行社因此采取相应安全措施所
支出的费用；造成旅游者滞留的，因此增
加的食宿费用由旅游者承担，返程费用由
旅行社与旅游者分担。
（本文图片来源：!"#"$%、&'()$网）

初秋已至，层林渐染。此时正是去往常熟兴福寺吃
蕈油面的好时节。蕈是一种野生菌类，兴福寺的蕈油面
用的是常熟虞山特产的一种松树蕈。这种蕈的生长需要
有大片松林，还需要气温在 !&!左右以及空气湿润的
条件，三者缺一不可。初秋是虞山采松树蕈的季节，这
时的蕈又嫩又鲜。

松树蕈闻之有淡淡的宜人清香，食之鲜美。松树蕈
菌体富含多种微量元素，对人体健康非常有益。明李时
珍《本草纲目》中介绍：“松蕈：治溲浊不禁，食之有
效。”

吃蕈油面，我最喜欢浇过荤油的，面碗上桌，褐色
的汤清浓相宜，表面浮着一层素油。一抹面条整齐地铺
着，宛如古代江南女子的发髻，充满意韵。面上汤内散
布着深棕色的蕈块，清香扑鼻，引人食欲。

面条入口，鲜、香、滑的感觉依次在口中弥漫开。
轻轻咀嚼，唇齿间，面的糯软与蕈的脆嫩相得益彰。合
着面汤咽下，一路潺潺而下，一直熨帖到胃。

食罢，品上一杯店家泡好的剑阁绿茶，在微凉的秋
风吹拂下，似乎能体味到古破山寺 （兴福寺的前身）
“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的意境。

蕈油的做法虽然讲究，却并不复杂。先将生姜块拍
松后投入纯正的农家菜油中，等油锅烧到冒青烟时，锅
离火口，慢慢放入八角、丁香等佐料，接着将蕈放入油
锅中爆透，再加酱油、盐、糖等，烧至水分挥发即成。

蕈油面最早只是常熟兴福寺僧人食用的一道素食，
后来因其味美而渐渐得到了食客们的青睐。#,'% 年 #&

月 #,日，宋庆龄、宋美龄姐妹游罢兴福寺，在寺外林
中野餐。一碗兴福蕈油面上桌，清香扑鼻，色泽诱人，
宋氏姐妹品尝后赞不绝口，连声道：好、好、好，想不
到小地方有这么好吃的菜和面。

我想，初秋在常熟的兴福寺，最能代表季节变换的
气味，就是这新鲜蕈油面的清香吧。

初秋上兴福寺吃蕈油面

!图行天下 美丽一瞬
虽然已经进入金秋，广西阳朔依然适宜游客戏水。 朱名洪摄

如今，中国的旅游业蓬勃发展，各种旅游专有名词以及时尚新词
也应运而生。而许多名词的后面都有一个有趣而曲折的故事。

例如，当我们乘坐豪华邮轮畅游碧海时，不由得会产生疑问：
邮轮为什么叫邮轮，难道它们在承担载客旅游的同时又肩负送信的
任务吗？

的确，邮轮的由来与邮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邮递服务的初期，洲际间和水上长距离的邮递服务，基本是

依靠邮务轮船来完成的。当邮递服务发展到后期，一些有固定航线
的、航速较高的大型客运轮船也开始承担邮递业务。因此，这些客
船摇身一变，成为兼具载客与运送信件和包裹功能的远洋邮务轮
船。这些大型远洋客船常被称为“邮船”或“邮轮”，“邮轮”一
词，便因此诞生。

随着航空技术的发展，远洋邮轮载客与运送信件和包裹的功能
渐渐丧失。此外，由于有钱有闲的贵族越来越青睐邮轮这种可以酣
享日光、畅游碧海的旅行方式，邮轮的服务对象开始倾向于那些喜
欢享受海风、日光、海上生活情趣的游客，其角色逐渐由邮轮演变
为只供游乐的大型豪华游轮。之后，邮轮在为旅客提供基本设施的
同时，开始推出邮轮假期的服务，俨然变成了“海上流动度假村”
与“旅游目的地”。

现代的豪华邮轮几乎完全变成了旅游的性质。内部豪华装饰、
娱乐设施应有尽有。登上邮轮，人们既可以享受自然海景，又可以
体验“流动式大酒店”的星级服务。因此，有人认为，现在这些玩
乐式邮轮，因丧失了运载信件和包裹的功能，或许只能称之为“游
轮”，而不是“邮轮”了。诚然，从如今“邮轮”和“游轮”的游
览性质与功能来看，两者已经“傻傻分不清楚”了，“邮轮”里
“邮”字的意义无形中也已被“游”字取代，但业内还是习惯称之
为“邮轮”。其实无论是“邮轮”还是“游轮”，都只是旅途名词罢
了，只要能让您在旅途中享受极致乐趣，叫什么又何妨呢？

“邮轮”还
是“游轮”

？
杨一枫 何冬英

旅途名词辨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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蕈油面 来源：*+',-.+$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