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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您可以用手机扫描下方二维码关注“领事
直通车”政务头条号：

在“领事直通车”的“今日头条”手机 APP
中，也可以找到“政务头条号”。若尚未下载“今日
头条”，可在手机应用商店中查找并下载“今日头
条”APP：打开“今日头条”客户端，点击右上角搜
索图标，搜索到“领事直通车”后，点击“领事直
通车”右上角“订阅”图标即可成功订阅。

二、您也可以关注外交部领事司另外两个信息
发布和服务平台，获取最新资讯：

1、中国领事服务网，网址：cs.mfa.gov.cn；
2、“领事直通车”微信公众号，请扫描下方二

维码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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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火……窜出”
应为“怒火……蹿出”

■ 一千个自助出境游
客，可能会遇上一千种麻
烦

今年端午小长假，喜欢自助游的
章丰 （化名） 就遇上了个大麻烦。他
和同伴入住意大利民宿时，遭遇入室
盗窃，丢失了部分财物。

“最闹心的事儿还在后面。事情
发生后，民宿房东不配合调查，甚至
推卸责任。”章丰说，“刚发现被盗
时，整个人都是懵的，心想既然护照
没丢，要不就认了。”

但冷静下来后的章丰并没有放
弃，他选择了报警。尽管耽误了一天
行程来解决问题，章丰还是觉得不能
随便了事。

端午假期同样“闹心”的，还有去
帕劳自助游的易张卉。在环岛租车时，
当地车行要求她以护照作为抵押。易
张卉提车时发现，车辆有轻微擦碰，于
是拍照记录以便还车时免责。但是，还
车时车行还是要求她赔偿 400美元损
失费，并扣押了她的护照。

双方僵持了一个星期。眼看机票
到期必须离境，易张卉迫于无奈只得
报警，这才要回护照，车行也没能讹
诈成功。

“当时真的很无助，我英语不是
很好，整个假期都过得不爽。”遇上
麻烦的易张卉说。

钱包被盗、护照丢失、行李破
损、身体不适、无良商家……自助游
达人郑秋阳说，一千个自助出境的游
客，可能会遇上一千种麻烦。自助出
境游面对的不确定性超过跟团游。学
会面对各种各样的大事小情，可以说
是自助出境游的必修课。

■ 自助出境游像开
车，是件需要经验的事儿

由于语言沟通不畅以及对国外问
题处理流程不熟等原因，出境自助游
的游客很容易在“摊上事儿”后，陷

入无助和慌乱。
“尤其是在一些英语普及程度比

较差的国家，一旦出现问题，语言沟
通就成了最让人头疼的问题。”穷游
运营总监张轶告诉记者，曾经有自助
旅行者在俄罗斯丢了护照，由于无法
沟通，只能请当地中国留学生帮忙。

与此同时，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
处理问题的流程千差万别，自助出境
游的游客不可能一一了解，遇到麻烦
时往往容易产生畏难情绪。加上时间
紧、“任务重”的旅行模式，如果不
是护照等重要证件丢失，游客多选择
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张 轶 建 议 ， 自 助 出 境 游 出 发
前，游客应对自己选择的目的地有
所评估。“出境自助游也是个需要积
累经验的过程，就像开车，从路况
好的地方开始练习，然后再慢慢增
加难度。”

除了对旅行目的地加以评估，中
青旅质监合规部总监李广认为，游客

在计划自助出境游之前，也要对自身
能力予以评估，了解当地法律和风俗
习惯，把功课尽可能做足。

国外自驾游成为越来越多游客的
心头所爱。对于易张卉出现的租车纠
纷，张轶建议，游客租车时尽量选择
正规的大型车行，提车时仔细核对车
行出具的车况描述详单与车辆实际情
况是否相符，以免出现不必要的纠
纷。同时，提前熟悉当地的交通规
则，文明驾驶。

对于可能出现车辆被砸的情况，
张轶提醒游客，停车时不要在车内放
置显眼的财物，贵重物品随身携带。

对于信用卡，一旦丢失，应第一
时间联系银行挂失，防止被人盗刷。
如果外语交流存在障碍，可事先在手
机上下载地图及相关翻译软件，以应
对不时之需。

有旅行社导游提醒，出境游游客
如遇当地警察盘查，不要惊慌，可先
证明自己的身份，并留意对方是否为

企图偷窃护照的假警察。

■ 不靠天、不靠地，难
道只能靠自己？

出境游游客正日益呈现散客化趋
势。与此同时，类似于章丰和易张卉
这样遇到麻烦的案例也在明显增加。

“世界那么大，远方那么多，说
走就走那么自由。尽管有时会遇到这
样那样的小麻烦，但是双脚丈量世界
的乐趣、探索未知的满足，也只有自
助游能够带给我。”章丰说，唯一的
困惑就是在国外旅行遇到麻烦时，除
了自身外，还有哪些可以依靠？

对此，中国旅游研究院副研究员
杨劲松说：“信息不对称、语言障
碍、社会支持弱，是导致旅行者在国
外遇事后多选择忍气吞声的主要原
因。遇到问题后，游客的最大困难是
不知道该怎样寻求帮助。”

杨劲松认为，除了游客自己做足
功课，解决自身遇到的困难之外，我
国驻外使领馆和国家旅游部门应公布
一些规避海外旅行风险事故的方法，
加大自助出境游典型案例的宣传，让
游客对一些常见问题的解决办法做到
心中有数。

“随着出境游市场的扩大，主要
目的地国家可能会出现旅游服务中介
机构和代理人机制，帮助遇到困难的
自助游客解决问题。”杨劲松说。

江泰保险北京旅游保险部副总经
理尚彩霞建议，自助出境游的游客应
增强保险意识，出国前购买适合自己
的旅游保险，并详细了解保险的理赔
范围和理赔流程。在国外出险后及时
报案。

李广强调，出国旅游时，游客要
牢记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
呼叫中心的电话 12308，以备在需要
时寻求帮助和支持。

“自助出境游一旦遇到问题，游
客应理智冷静，综合分析各种因素，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维护自
己的合法权益。”李广说。

（据新华社电）

热情好客

古巴人诚实谦逊，待人友善，即使初次见面，也会
主动问候，谈得投机，会当场邀请客人到家中作客，热
情招待。相见礼节多为握手，但不习惯双手与人相握。
若宾主相见，一般是主人先伸手；若男女握手，则应由
女性先伸手。此外，拥抱礼也很普及，男男、女女或男
女之间，凡亲朋好友，见面常常会拥抱。而吻礼，则多
由男性主动，若熟人之间，女性也可以主动。

古巴人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怀和民族自豪感。他们乐
于助人，对问路者总会热情解答，有时甚至主动陪送问
路者到目的地。在公交车上，人们会主动给老人让座。
在大街上，人们可以示意，叫政府部门的任何一辆车停
下来，让其免费搭载一程。

着装讲究

特别正式的场合，男人多数穿西服，其颜色依据节
令或场合会有不同，而女性则穿礼服或较讲究的衣裙。
外事和礼仪活动中，男士着古巴国服瓜亚维拉。

一般说来，男人比女人穿着更严整、更规范。例如
夏天，尽管天气很热，男人，包括男孩，也不穿凉鞋和
短裤，而且必须穿袜子，这已经成为古巴男人着装的常
识。而女人则不然，可以光脚穿拖鞋出现在大街等公共
场合，对此人们习以为常。而去剧院看戏、欣赏芭蕾舞
演出，观众都很注意穿严肃的正式服装。

古巴男人穿衬衫，无论长袖、短袖，里面从不穿背
心。古巴成年人不论男女，短袖衫一般不是白色的，因
为白色只有服务行业人员或医院大夫才穿。

喜爱甜食

古巴人对菜肴的色彩颇为重视，喜爱红丽浓艳色
调，如名贵大菜烤乳猪等。他们最负盛名的菜肴是阿希
亚科，由猪肉同君子兰、芋头、山药、香蕉、南瓜、玉
米加入香料加工而成。晚餐主食多是煮大米、黑豆，配
以肉类和菜蔬。古巴人不爱吃羊肉。虽然是岛国，却并
不十分青睐海产品。

古巴甜食非常有名，甜度高，初来乍到的外国人多
不习惯。古巴人钟爱菠萝，视为神圣之果。喜欢将芒

果、柑橘等切成块，放在一起加大量糖食用。他们爱喝
的饮料有咖啡、可可、红茶等，还把水果榨成汁，作为
日常饮料。古巴人也爱喝酒，宴客离不开酒，主要是冰
镇啤酒和甘蔗酒。

称呼同志

古巴人之间习惯直呼其名，包括对最高领导人。如
“菲德尔·卡斯特罗”，人们只称“菲德尔”。他们没有称
职衔、学衔、军衔的习惯，“同志”称呼普遍，不论百
姓、官员，均以“同志”相称。

在古巴，“先生”、“夫人”只是一种礼节性称呼，对
内只对年长者使用。对外，如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
官，一般也称“先生”。若在对内场合称呼别人先生，多
半是在向对方表示不满意、不耐烦、不认同，欲与对方
划清界限。

社交场合，古巴女性对初次交往的男性客人，爱称“亲
爱的”，这只是一种礼节性称呼，没有爱慕之意。场合不同，

“亲爱的”含义也不同，如在无法说服对方、表示无可奈何
时，可能也会说“亲爱的，还是不要这样吧！”

在古巴，儿童见到外国客人多称叔叔、阿姨，对年
老者则称为爷爷、奶奶，有时还带上客人的国名，如

“中国阿姨”“中国爷爷”等。古巴人姓名顺序是：名、
父姓、母姓，礼貌称呼是父姓加“同志”，只在相互熟悉
以后，才能以名字相称。

习俗禁忌

在古巴，竖大拇指表示友爱、赞赏。除夕之夜，古
巴人会准备一碗清水，等到午夜教堂的钟声敲响，将碗
里的水泼出屋外，表示送走旧年、迎来新年。他们认为
红色表示干净、绿色表示希望和庄重、黄色代表思念和
期待。他们最爱姜黄色的百合花，尊其为国花。把菠萝
视为国果。

出于宗教认知，忌“13”和“星期五”。平时忌讳戴
帽子，认为只有亲人去世才戴帽子来悼念。他们不把刀
剑当作礼品送人，认为刀剑会割断友谊。该国禁止小
费。乘出租车需事先谈好价钱。

（作者为外交部礼宾司原参赞）

自助出境游 “摊上事儿”咋办
刘 慧 高 亢

自助出境游带给游客的，是独立行走的酣畅。你可以睡到日上三竿或是玩到半

夜三点，也可以选择一天游3个景点或者3天逛一个地方……

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游客出境旅游达到1.2亿人次，位居世界第一。预计到

2020年，出境游客将超过2亿人次。随着“80后”“90后”逐渐成为出境游主力，

更多的游客正在选择自助游这种旅行方式。

然而，随着自助出境游的日益火爆，中国游客在境外遇到的麻烦也相应增多。

这不，几个自助出境游遇到麻烦的年轻人，已回国数天，还在平复内心的“伤

痛”。那么，在异国他乡，一旦“摊上事儿”该咋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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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 一作 （新华社发）

“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日
难。”面对纷繁消息，您是否在
免签信息真与假的矛盾中纠结？
身处陌生异域，您是否在为如何
寻求领事救助而迷茫？“领事直
通车”政务头条号为您拨云见
日，指点迷津，给您想要的领事
头条。

“领事直通车”政务头条号
由外交部领事司运营，是继中国
领事服务网、“领事直通车”微
信公众号公共信息发布平台后的
又一领事类信息发布重要平台。

政务头条号是专门为海外出
行的中国公民倾心打造的手机资
讯平台，主要发布海外安全提
醒、出行便利化政策和领事故事
等实用领事信息，致力于将权威
实用的领事信息迅捷地送到每位
有需求的中国公民的手机上。
2016 年 4 月底开始试运行以来，
政务头条号累计发送消息 80 多
条，阅读量超过 38 万，单条消
息阅读量最高超过16万。

7 月 1 日起，“领事直通车”
政务头条号正式上线运行。

杜老师：
某媒体中说：“如春也没法附和张腊梅对父母的亵渎，怒火腾地

从胸腔里窜出，烧得脸通红。”请问其中的“窜”用得是否妥当？谢
谢！

河南读者 武承铭

武承铭读者：
例句中“怒火腾地从胸腔里窜出”，是说猛然间心里非常生气。

表示这个意思时，人们常用“蹿 （cuān） 火”。在 《现代汉语词
典》《汉语大词典》等工具书中，有“蹿火”一词。

“蹿”有“向上跳”“喷射”等意思。例如：
（1） 小刘的身子往上一蹿，接住了篮球。
（2） 孩子一追，小猫一下子蹿到树上去了。
（3） 他用扇子一扇，火苗往上直蹿。

在“蹿火”中，“蹿”表示怒气骤然上升。同样，“怒火腾地从
胸腔里窜出”中，也宜用“蹿”，写成“怒火腾地从胸腔里蹿出”。

另外，北京话里把“发火”“发怒”叫“蹿儿了”。例如：“他一
听这话就蹿儿了”“老王听着听着，一下子蹿儿了”。

“窜 （cuàn） ”则表示“乱跑”“乱逃”的意思。例如：
（4） 受惊的兔子在草丛里乱窜。
（5） 打败仗的敌人已经向西逃窜，司令员命令部队立即追击。
（6） 公安部门正在打击流窜作案的犯罪嫌疑人。
此外，“窜改”用来表示改动文字等，这

种用法含有贬义。例如：
（7） 这个账本上的几处数字好像被谁窜

改了。
（8） 那封信上的话已经被人窜改了。
（9） 这个证明上的姓名不得随意窜改。

《语言文字报》原主编 杜永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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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事直通车”政务头条号
上线运行

徐伟东

图为古巴女孩成人礼图为古巴女孩成人礼。。
张张 泳泳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