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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 10 月 1 日，我国首部 《旅游
法》 正式实施，向强迫购物、欺客宰

客、零负团费等行业乱象“亮剑”，使得
旅游市场监管工作摆脱了“没有枪、没有

炮、只有冲锋号”的境地。如今，《旅游法》
实施已近 1 年，旅游市场秩序是否得到改善？

不久前，国家旅游局召开的西南片区会议，用
了“大势向好”、“喜忧并存”八个字给予了界定

和回答。本报记者近日也就此采访了旅游业从业
人员及有关专家。

低价团怎样堵？

最近几天，江苏游客小张经常接到旅行社打来的
电话，“他们建议我，如果准备去台湾，最好赶在 9月
底之前。据说10月1日以后要涨价了。”

小张不知道的是，这次涨价恰恰是目前的“低价”
造成的。

7 月底，一名大陆女游客随团赴台游，在台东知
本温泉区遭到游览车司机殴打。据悉，该女游客参加
的旅游团团费为 8 天 7 晚 3900 多元，由于其在导游指
定的特约商店没有消费，而选择非指定购物商店购
物，引发司机不满，当街施暴。此事引发舆论哗
然，大陆游客赴台游低价团的乱象也随之曝光。台
东当地居民呼吁“该打恶质旅游”，台东县府观光
旅游处长陈淑慧表示，希望业者不要再削价竞争影
响旅游品质。

据一名熟悉大陆游客赴台旅游团运作的导游
介绍，以环岛 8 天 7 晚游为例，每个游客的团费
至少要超过新台币 3 万元，旅行社才不致亏本。
以目前汇率计算，团费应在人民币 6100 元以
上。低于此价的“亏本团”则主要靠拉游客
购物弥补。

针对这一乱象，台湾观光局和旅行社全
联会讨论决定，将现有8天7夜环岛游固定

的7个购物点，减少为6个；6天5夜购物
点从现在的 5 个减为 4 个，预计 10 月 1

日起试行3个月。有从业者估算，减
少购物点会使旅行社每人每天减少

约 15 到 20 美元收入，迫使旅行
社 提 高 团 费 来 维 护 旅 游 品

质。台湾旅行社全联会秘
书长许高庆表示，价格

竞争是市场自由机
制导致的现实问

题，希望大
陆 旅

游团来台朝优质化发展，并期待未来在大陆旅游团申请
入台证时，对于纯玩不购物的优质团，能够另外核定优
惠名额，让优质团来台旅游更便利。

导游变“导购”如何防？

上述问题，只要消费者擦亮眼睛，避免贪图便宜选
择低价团，选择大型有口碑的旅行社，就可以解决。但
是，参团之后，遇到什么样的“领路人”，则是无法控
制的。“黑导游”、素质不高的导游，常常让参团游客很

“闹心”。
7月底，19位游客参加泰国 6日游的旅行团，途中

导游提出自费项目加价，游客拒不同意，竟被导游扔在

郊外5小时，最终在中国驻泰国大使馆的帮助下，才得
以返回宾馆。除了出境游，国内许多“✕✕一日游”项
目，导游也会不停地带游客进入购物点，导游变成“导
购”，屡受游客抱怨。

许多导游的话道出了其中缘由：“我们就靠游客买
东西赚点提成。”《旅游法》规定，旅行社必须有不低于
员工总数20%的导游 （含领队） 并签订劳务合同。此规
定旨在保护导游的劳动权益，然而事实上目前导游的处
境仍然很尴尬。除去大型旅行社，小型旅行社多半没有
财力雇佣固定的导游，与导游间多是松散的临时雇佣关
系。“一单生意结束后，各奔东西，合作得好，以后有
活儿还找他，合作不好，也就是一锤子买卖。”在苏州
经营一间旅行社门市部的李先生对记者直言。这也导致
了大量的导游在各家旅行社间游走，与任何一家旅行社
都没有契约关系。没有了约束，“导购”的违规成本又
很低，许多导游于是趋之若鹜。

“这也反映出导游管理体制不顺的难题。”国家旅游
局监管司导游处负责人刘劲柳表示，“很多导游也要生
存，只好靠游客购物生存，少数导游还会把不满撒在游
客身上，从而导致了旅游服务质量下降，致使市场乱上
加乱。”近日，在国家旅游局西南片区会议上达成的

《昆明共识》，倡导旅行社必须设立导游服务部
门，各地旅游主管部门

积极组织成立导游协会，充分发挥行
业协会作用，“让人人都在组织管理之
中”，切实维护导游人员的合法权益，给
导游管理问题开出了一剂方子。

门票“三年必涨”怎么破？

越来越多的人感叹“玩不起”，尤其是在节假
日期间，如今，国内 5A 级景区已集体跨入“百元
时代”。

2007 年，国家发改委下发通知规定，旅游景区
门票价格调整频次不低于3年。规定出台后，全国景
区门票每逢“三年限涨令”的“解禁年”必涨价。例
如，去年扬州瘦西湖景区开始执行 150 元票价，上调
30 元；江西婺源景区的通票价格由 180 元上调到 210
元；四川峨眉山旺季门票从 150元升为 185元，淡季票
价从 90 元升到 110 元；广西涠洲岛景区门票价格从 90
元上涨至120元……此外，景区内单个景点、增加设施
等的收费也有不同程度提升。

追求更高收益构成了景区的涨价冲动，然而涨价不
提质，严重影响了游客的旅游体验，不仅导致大量游客流
失，从长远来看，景区的发展也难以为继。一项超过1000
名网友参与的调查显示，89.2%的网友认为景区门票“太
贵了，门票支出已经严重影响旅游热情”。

华东师范大学旅游系楼嘉军指出，旅游产品结
构不合理、景区的攀比心理、地方财政对门票收入
的依赖是景区频频涨价的“三大推手”。“旅游景区
发展产业比较单一，相应的旅游产业链还未完全形
成，游客在景区除了买门票外，第二、第三消费还比
较低。没有增加在餐饮、旅游纪念品方面的消费，门
票收入占游客在景区的消费达到80%—90%，多数
景区事实上还停留在‘门票经济阶段’。”此外，部
分知名景区的旅游资源具有一定的垄断性，涨
价“底气十足”。“这种观念不利于旅游产业的
可持续发展。无休止地涨价，无异于杀鸡取
卵。”楼嘉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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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意义上的漳河源，总面积约60平方公里，
是荆山生态旅游区景区之一。核心区则处于湖北南漳
县薛坪镇龙王冲村峡谷，沿一脉溪流散布，由上场

（闫家场），中场（方家场）以及下场（夏家场）三部
分组成。三地过去均以造纸为营生，如今，上场人家
已多年不再造纸，废弃的石灰池漂塘一字排开，接连
有五六个，残破的水车上长满苍绿的苔藓。下场人家
早已搬迁，留下的老宅是一栋体量巨大的恢弘精致的
青砖灰瓦徽派建筑。然而，门窗洞开，屋顶塌陷，露
出青砖和朽木犬牙交错的茬口。

中场主人陈廷彬，漳河源陈家纸坊第七代造纸
人，已是耄耋之年。陈氏祖籍江西，因明清战乱，
在清朝初年“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大规模
移民潮中，动迁湖北咸宁，再转辗迁徙南漳冷水
河、漳河源地区，逐水而居，取竹为材，以造纸为
业。陈家造纸鼎盛时期曾有上百口漂塘，由于选材
考究、工艺娴熟，所造出的火纸浆色匀称，厚薄适
宜，易燃无烟，有竹子的淡淡清香，故成为祭奠、
祭祀、做鞭炮的上好材料。在物质匮乏的年代，纸
灰可作药止血，或供孩童描红写字。往来这里的商
贾、脚夫络绎不绝，搬运火纸到“小汉口”武安镇
销售，或沿长江一带行销全国各地。

山区雨量充沛，气候温润，土肥疏松，适宜毛竹

的生长，毛竹在漳河源触目皆是，丛生或间植于林木
间。毛竹年年新生，为造纸提供了几乎永不枯竭的用
料。自清明到立夏是纸民上山伐竹的时间，竹有大年
小年之分，所以大年砍竹，往往要备好两年的用料。
砍下的新竹运到纸坊，斩成一截截近2米的竹筒，再
破成一根根2厘米宽的栅子，捆束成把。备好的竹料
放入漂塘里，一层层撒上石灰，灌水浸沤，并加入少
许增加韧性的构麻一同浸沤。若干时日后，捞出，晾
晒，复再沤制再捞出晾晒，一套完整的手工竹纸流
程，历时72天之久。

随着工业机制纸大规模上市，手工竹纸日趋衰
落。陈廷彬一家成了漳河源手工竹纸最后的守望者。
2012年，漳河源陈家手工竹纸取得“功能性”的艺术
突破，漳纸一号竹纸问世，纯竹原料，色泽淡黄，纸中
均匀分布竹的纤维，厚度接近80克轻型纸，长465毫
米，宽 430 毫米。作家冯骥才试用后，欣然题诗曰：

“天然漳纸好，百年有精神；古事今不去，拾穗乃功
臣。”作家二月河题字：“此纸非常纸，珍藏珍惜。”

自 10 年前起，襄阳民间志愿者组成“拾穗者
民间文化工作群”，出入漳河源，设立漳纸工坊，
举办 《遗落与重生：漳河源纸艺展》，组织百余人
参加五期手工纸研习营。如今，徜徉漳河源，漫步
在竹林山道上，可体验竹纸制作，这是陈家纸坊给
予我们的独特文化风景。

题图：漳河源的手工竹纸艺术 来源：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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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名亲近云南大理沙溪古镇，没有踏上
岁月沧桑的古桥，也未拜谒诉说风云的古
寺，仅一条别样的寺登街便给足了让人爱上
的理由。

入夜的寺登街没有大理古城人民路上那
般喧闹，这里的幽静让人似乎可以触摸到自
己的心跳。“蓝茜”店里有一群青年男女在聊
天喝酒，他们的轻声细语，我们在古街上几
乎听不清楚。来到一拐角处，“遇见小院”与
我不期而遇，庭院风格过目难忘。

清晨，崭新的阳光从特定的角度光顾了
我的窗棂，此刻我听见了花开的声音。漫步
在白天的寺登街，左右两侧的潺潺清溪激活
了整条古街，恰似一双温柔手臂揽我入怀。
溪流上有人很创意地用自行车钢圈制作了一
个大大的水车，吸引了不少大人和孩子在玩
耍拍照。脚下不规则的红砂石仿佛铺就了逝
去经年的光阴，成了我寻古的引子。老屋的
古风迎面扑来，土墙的黄色和木门的灰褐诠
释了它们的历史。欧阳大院的大气令人叹为
观止，其它小院的别致让人回味无穷。土屋
的风格大都展示着传统白族式乡村民居特
色，青瓦覆盖下的幢幢房屋显得尤为整洁清
雅，这在早先的许多农村实属少见，应是此
地人们的一种精神面貌或者气场的体现。虽
然时光攀爬的土墙上斑斑驳驳，但老老的土
屋依然坚守在这里，仿佛微笑着等着款待远
行的客人。

穿行在老屋小巷间，忽然回忆起多姿多
彩的童年时光。曾经的土屋滋生我年少时的
梦，儿时一同嬉戏的伙伴是否还偶尔想起
我？而今，千里之外的寺登街让我有种熟悉
的亲切感。有方土墙上挂有一块篆书刻就的

“放下”匾牌，一看便让人喜欢。的确，佛语
讲“切勿贪、嗔、痴，而应戒、定、慧”，简
朴淡定的人生会渐次迎来吉祥如意。

作为茶马古道上唯一幸存的古集市，寺

登街的余韵在眼前若隐若现：南来北往的驼
铃和马帮，在街上留下了点点蹄印和隐隐足
音，广场上高大的戏台，更将古街的美推向
了极致。精彩的白族古戏不知打动过多少
人，戏台雕梁画栋的精致至今还在吸引无数
人的眼球。

戏台前的老槐树在此守望了300多年。如
果说清溪增加了寺登街的灵气，那么槐花则
为它平添了几分秀气。花开花落，演绎成了
一幅幅简约派画卷，在凉风习习的晌午，给
人满满的感动。

爱 上 寺 登 街
段万义 文/图

留公村位于世界闻名的风景区——
漓江风景区中下游，依山傍水，居住着
壮、汉两族，至今还保留着明清时期的
古建筑。

1921 年 11 月，革命先驱者孙中山先
生率军北伐，从广州溯江而上，途经留公
村，见得月楼高高屹立在码头上，别有一
番风光，遂命停船靠岸。孙中山久久伫立
在码头，仔细观楼，连连颔首称许，当即掏
出20大洋，嘱咐村中长老置一口钟，悬于
村中，以弘扬崇武识文之道，振兴民族精
神。这口洪钟又称“孙中山洪钟”。

我们沿着孙中山先生的足迹，从漓
江边上岸，便见留公村古渡口。一块大
石碑立于江边，上书“义渡”两个大
字，立于民国八年。古渡口旧时乃梧
州、平乐到达阳朔的交通要道，喧哗如
集镇，“义渡”二字则说明过河分文不
取，足见留公人的纯朴。

过古渡口，便是古朴的得月楼。此楼
号称漓江第一楼，建于清朝康熙年间，取

“近水楼台先得月”之意，全楼共有 3 层，
一层为青砖砌的大拱门，下铺大青石，门
额上题有“得月楼”3 字，笔力遒劲。二层
建成花格窗，四角有重檐。顶层为凉亭式
结构，也建成四角重檐。侧楼有两层，第二
层长廊倚江，既可休闲小憩，又可远眺漓
江风景。

穿过得月楼，一座座古建筑立刻闯
入眼帘，青砖灰瓦，白墙木窗，挑檐出
阁，雕梁画栋，极富明清遗风。一些房
屋墙体呈倒“品”字形，留有三扇木
窗，且挑出挡雨檐，侧看极像一副人头
面具。另有不少旧阁楼独立，草木掩
映，甚有情趣。古建筑虽历经岁月沧
桑，但保存完好，许多村民至今仍住在
有数百年历史的祖屋中。我们跟随该村
义务导游员穿行古屋之中，见摆放着不

少古石缸、古石磨，虽已退出生活的舞
台，却仍吸引着游人的眼球。

据黎氏族谱记载，留公村始建于
1487 年。该村历来民风古朴，学风炽
盛，曾经出过许多秀才、举人。很多人
家门头上都挂有匾，有御赐的、有诰赠
的，也有府州县赏赐的，如进士匾、文
魁匾、永享祠、赐福无疆等，如今只有
几块保存下来。

每年的农历十月初十，是留公村人最
重要的节日——“十月香”民俗文化节。据
村里老人讲，“十月香”起源于明朝万历年
间，迄今已有 400 多年历史，本意是追溯
和纪念“双岐宫”古庙中的英雄人物，歌颂
英烈，现已演变成留公村民庆祝丰收、歌
颂美好生活的群众性节日，也成为了留公
村的一张旅游名片，每年都吸引了大批游
客前来参与。

题图为古朴的得月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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