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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城市特色融合城市特色，，为工业旅游注入灵魂为工业旅游注入灵魂

■中国城市报记者 张亚欣

时隔172天，跨省团队游
终于在7月14日起恢复，不仅提
振了整个旅游业，也助力旅游企
业复工复产，助推各地旅游经济
逐步复苏。同时，为进一步落实
恢复跨省游的有关要求，多地召
开相关会议、出台有关措施，在
推动旅游行业重启的同时，坚决
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7月15日，江西省文化和

旅游厅召开全省旅游企业扩大
复工复产电视电话会议，宣布
在加强疫情防控工作的前提下，
恢复江西省跨省（区、市）团队旅
游。会议强调，在恢复跨省（区、
市）团队旅游后，各景区要切实
落实好限量、预约、错峰的要求，
确保不发生人群聚集现象；积
极开展活动、创新营销、丰富业
态，提高服务质量，吸引游客前
来旅游，争取到年底使全省旅游
恢复到去年同期水平。

同日，四川省文化和旅游
厅召开恢复跨省团队旅游暨夏
季文旅产品发布新闻通气会，
宣布即日起恢复跨省游。同
时，该省提出旅行社在旅游团
队运行过程中，应配备防护用
品，做好游客信息采集、健康档
案、检测登记等防疫措施，要求
游客报名时出示健康码并在出
行前再次核验。

贵州也宣布7月15日起恢
复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经营

跨省(区、市)团队旅游及“机
票+酒店”业务，并向省内外游
客发放1000万元贵州文化旅
游惠民券，上线1800条贵州安
心跟团游产品、200多条贵州
自由行产品,内容涉及避暑游、
山水风光、红色旅游、民族风
情、天文等主题。

7月16日，上海市文化旅
游局制定并下发了《上海市旅行
社有序恢复经营疫情防控措
施》，并强调各旅行社及在线旅

游企业要严格落实各地防控要
求，根据自身运营能力和供应
商、合作商接待能力，从严控制团
队人数，提倡小规模旅游团队。

此外，山东、青海、湖南、海
南等地也陆续宣布了跨省游的
相关规定。业内专家指出，随
着各地陆续恢复跨省游，希望
相关部门能够出台全国性的跨
省游配套政策，在做好防疫措
施的前提下，缩小各省的差异，
降低跨省游的实际操作难度。

多地陆续恢复跨省游多地陆续恢复跨省游 国内旅游市场加速重启国内旅游市场加速重启

近日，冬奥艺术系列展首展“飞翔的梦·情系冬奥”在北京冬奥组委办公区开幕。此次展览共

展出40件以讴歌奥运精神、展现冰雪运动为主题的雕塑作品。据了解，北京冬奥组委将结合北京

冬奥会筹办工作的重要时间节点，邀请艺术家、文化机构等在北京冬奥组委办公区，举办包括此

次展览在内的8场系列展览和主题艺术活动。

中国城市报记者 全亚军摄

■中国城市报记者 张亚欣

因为一则差评而被酒店以
开房记录威胁，这届消费者表
示：住酒店，太难！

人们不论出差还是出游，均
绕不开住酒店。然而，个人信息
被泄露、不实评论肆虐等问题也
困扰着消费者，“酒店能否安心
住”成为众多消费者的一大心病。

消费者疑问：
酒店能否安心住

近日，有消费者在出差期
间入住之前于网上预定的江苏
苏州维也纳3好酒店太仓港店
后，发现房间内电视机播放是半
屏且需要付费，酒店提供的早餐
馒头也是冷的，体验不佳，便给
予差评。但令她意想不到的是，
酒店工作人员之后不断向自己
恶语威胁：“不删除差评，就把开
房记录给你老公看。若一定要
让我们无路可走，我们可直接去
杭州你家赔不是。”

此事在网上持续发酵后，
维也纳酒店在其官方微博发布
致歉函，为门店员工在客诉处
理过程中的不当言论和行为，
以及给住客带来不好体验和恶
劣影响致歉。同时，该酒店在
函中称，通过对该事件的彻查
跟进，已对涉事门店的总经理、
前厅经理、当职员工的严重失
职行为进行严肃处理，并将及
时与顾客积极沟通并妥善处理
后续事宜。

此外，维也纳酒店方面也
公开表示，维也纳酒店严格遵
守相关部门对酒店客人入住登
记的要求，基层员工并不知道
客人的入住信息，更不可能在
房间安装摄像头。

尽管如此，很多消费者仍
冷汗涔涔：入住酒店登记个人
身份信息原本是酒店出于安全
考虑而必须执行的硬性规定，
但个人信息录入酒店系统后却
没有得到相应的隐私保障；日
常在平台看到的酒店评论并不

一定真实可靠，差评可能被删
除。“酒店还能不能安心住？”消
费者疑虑重重。

隐私泄露触碰法律红线

事实上，酒店泄露客人隐
私的情况在业界时有发生。今
年4月，知名酒店万豪国际被曝
出大约有520万名客人的姓名、
通讯地址、会员账号和其他个人
信息遭遇泄露；更早之前，米高
梅集团承认，此前因为云服务器
遭受到黑客攻击，共造成大约
1070万的酒店客户信息被泄
露。此外，包括洲际、希尔顿、凯
悦、文华东方等酒店集团均遭遇
过用户数据泄露事件。

一众国际知名酒店在“泄
露榜”上占有一席之地，让消费
者看得胆战心惊。“我现在特别
反感住酒店，遇到出差时，宁可
早晚班机往返也尽量减少住酒
店的次数，出去旅游我宁可住
口碑好点的民宿。”经常出差旅
游的王劲告诉记者，连国际知
名的高星酒店都不能确保客户
的隐私安全，他对低星酒店更
没信心。

华美顾问集团首席知识官
赵焕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企业应该把维护信息安全的能
力列为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方面，
进行必要的投入。我们很少听
到银行、证券交易所、大型商务
平台有信息泄漏的案例，原因就
是重视和投入。”同时，在赵焕焱
看来，酒店主动泄漏信息并威胁
顾客比被黑客窃取信息的性质
严重得多，应该严肃处理。

而酒店泄露消费者个人隐
私不仅影响其正常生活，还触
碰了法律底线。北京至普律师
事务所首席合伙人、主任律师
李圣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
第39条保护住客对入住酒店
进行评论的权利，而明年即将
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第111条亦明确规定：“任
何组织或者个人需要获取他人

个人信息的，应当依法取得并
确保信息安全，不得非法收集、
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

息，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

开他人个人信息。”

“此外，酒店员工若散布住客

隐私，也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2条的规

定，应处以拘留或罚款。”李圣说，

相关平台应完善点评规则及申诉

渠道，防止不正常“零差评”、恶意

点评、泄漏隐私等情况发生。

“差评门”背后隐藏的
点评两面性

“差评门”背后也折射出消
费者评价对酒店行业影响颇大
的事实。

日前，携程宣布，携程客服
将不再有权限查询、修改或删
除点评。客人如果对点评内容

有追加，可通过携程 APP 追
评。同时，携程方面强调，推出
点评新规是由于过去向客人开
放“可以联系客服删除差评”这
一权限，带来了一些问题。

部分酒店试图通过找消费
者协商来删除一切所谓的差评，
营造出自己酒店“零差评”的假
象，以期酒店靠好评度吸引消费
者入住，这一行径严重扰乱了其
他消费者的客观判断。

对此，赵焕焱认为，酒店和平
台不应该删除客人评论，除非证
明是恶意中伤或人身攻击。保护
原始评价是评价的意义所在。

实际上，点评确实是大多
数酒店运营的核心模块。酒店
方担心差评对酒店造成负面影
响，一旦有差评上线又急于删
除，这很容易陷入黑色产业链
的圈套。

随着酒店近年来对OTA
点评愈发重视，职业差评师抓

准了酒店方的这个心理以大肆
获利。

“携程近年来通过技术手
段查出不少职业差评师账户，
收到商家对恶意差评的反馈也
不胜枚举。”携程相关负责人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差评师们
的套路多数是故意写下差评，
以“删除差评”为条件，向酒店
勒索钱财等好处，业内甚至流
传出所谓“1条差评值6000元”
的说法。此外，不仅仅是职业
差评师，也有少部分被“惯坏”
的客人，经常写恶意差评，企图
事后从酒店方拿到好处。

点评存在的意义，在业界
公认的是，其最本质目的一方
面是让更多客人能真实全面地
认识酒店，另一方面也能倒逼
酒店提升服务质量。“若虚假的
好评泛滥成灾，那么真实的优
质服务也会被淹没其中，变得
毫无意义。”一业内人士说。

隐私泄露风险大隐私泄露风险大““零差评零差评””或存猫腻或存猫腻

消费者安心住酒店究竟有多难消费者安心住酒店究竟有多难

“飞翔的梦·情系冬奥”艺术展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