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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言观社

■潘铎印

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

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全面加强历

史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要求认真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做

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历史文化遗产

保护工作。

历史文化遗产记述着灿烂文明，传

承着悠久历史和博大文化，是祖先留给

我们的宝贵财富，不可复制，不能重造。

保护历史文物不仅是法律赋予每个人的

责任，也是时代交给我们的重大课题。

源浚者流长，根深者叶茂。文物是

不可再生的珍贵文化资源，是中华民族

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实物见证。近年

来，我国的文物保护力度显著增强，文物

管理能力明显提升。但同时，我们也要

看到，作为文物大国，在城市更新中大拆

大建、拆真建假、以假乱真，破坏历史文

物，随意拆除具有保护价值的老建筑、古

民居等现象时有发生，历史文化遗产保

护任重道远。

历史文化遗产不仅属于我们，也属

于子孙后代。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领

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增强全

面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责任感使命感，

增强自觉自信、强化责任担当，本着对历

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全面加强新

时代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要加强制度顶

层设计，建立分类科学、保护有力、管理

有效的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始

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全面保护好古代

与近现代、城市与乡村、物质与非物质等

历史文化遗产，树立保护文物也是政绩

的科学理念，统筹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

与城乡建设、经济发展、旅游开发，统筹

好重要文化和自然遗产、非物质文化遗

产系统性保护，统筹好抢救性保护和预

防性保护、本体保护和周边保护、单点保

护和集群保护，加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

管理监测，正确处理历史与当代、保护与

利用、传统与创新、资源与环境的关系，

切实做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

维护历史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延

续性，牢牢守住文物安全底线。

保护并利用好历史文化遗产资源。

要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更好发挥历

史文化遗产以史育人、以文化人、培育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优势作用。要坚持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用好历史文化遗

产，培育传统文化产业，大力发展红色旅

游，推进历史文化遗产与旅游深度融合，

推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融入人民群

众生产生活，让历史文化遗产在新时代

焕发新生、绽放光彩。

健全监督检查机制，加强文物保护

执法检查。加强各级领导干部履行历史

文化保护传承工作中经济责任情况的审

计监督，对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不尽责履

职、保护不力，造成已列入保护名录的保

护对象受到严重破坏的，要严肃追责问

责处理，确保党中央、国务院保护历史文

化传承的有关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完善

法律法规，加强与文物保护法等法律法

规的衔接，制定修改相关地方性法规，加

强文物保护监督检查，为做好城乡历史

文化保护传承工作提供法治保障。

万物有所生，而独知守其根。加强历

史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延续历史文脉，

涵养文化根脉，为的是筑牢民族之魂，增

强文化自信。我们要推进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传承发展，对历史文化遗产做到应保

尽保，珍存历史、珍爱文化、珍惜文物，增

强全社会文物保护意识，加强文物保护利

用，让历史文化遗产焕发新光彩，以讲好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史。

背景：
近日，有部分网友爆料称，海底捞

存在私下给顾客贴标签的现象。这些

标签不但包括顾客喜好的菜品、个性

需求甚至还有体貌特征等。海底捞

回应称，此举是为了提升服务质量，

但已明确禁止对客户的体貌特征进

行备注。一些网友觉得这种内部备注

无可厚非，有助于为消费者提供个性

化服务；也有网友认为，个人隐私受到

了侵犯。

@何煜馨：了解并记录顾客的口味

偏好和个性需求，有助于向顾客提供更

精细化和有针对性的服务，同时也可以

减少和顾客之间的沟通成本。但是，收

集顾客的信息需要有边界。越界的信

息收集和记录，是让海底捞顾客感到不

愉快和被冒犯的原因所在。

@蒋萌：什么事情一旦被“标签化”，

就容易产生刻板印象。很多人反感被

他人贴标签，更是担心被误解，会给自

己带来不良影响。有一种声音认为，商

家为顾客“画像”有存在的意义。记下

顾客的喜好和脾气秉性，有助于商家更

好地为顾客提供个性化的服务。问题

是，谁能确保记录客观准确、执行不会

跑偏？

@薛敏：贴标签的过程完全由商家

主观判断，个性化服务不留神就会演变

为差异化措施。若收集和记录顾客信

息演变为“杀熟欺生”，从而产生服务歧

视、价格歧视，那么这样的信息收集就

有违提高服务质量的初衷。

@王嘉森：在个人隐私信息随时可

能会被泄露的社会语境下，消费者对个

人隐私信息保护的需求紧急而又迫

切。备注顾客信息，既要遵循相关法律

法规，也考验商家智慧。对商户来说，

在获得信息授权后，对顾客的个人信息

数据保护要更上心，要避免备注不当、

泄露、滥用等情况发生。

全面加强新时代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全面加强新时代历史文化遗产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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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区门票减免利长远景区门票减免利长远
二次消费定价要合理二次消费定价要合理

■李英锋

近两年来，全国多地陆续推出景

区门票减免活动以提振文旅消费。

部分景区门票免费后，收入不降反

升。按照传统的门票依赖或门票经

济思维，这似乎是一种反常的现象；

但以“大旅游”“新旅游”或深度旅游

的视角进行观察，这种现象却是正常

的，符合旅游市场发展的规律，符合

游客的需求和旅游产业发展的需求，

具有明显的多方共赢属性。

部分景区在门票免费后收入不

降反升，是破除门票依赖的有益实

践，蹚出了旅游发展的新路径，具有

非常积极的示范引领意义。

一直以来，不少景区高度依赖门票

收入，把门票收入当作主要收入来源，

始终保持着较高的门票价格。但门票

价格具有矛盾性，如果门票价格偏高，

势必会加重游客的旅游负担，在一定

程度上影响人们的出游意愿。一些景

区转变观念，在门票收入上做减法，在

综合旅游效益上就做了加法。

近年来，游客的旅游理念在不断

转变，很多游客已经不再满足于到某

景区纯观光、纯打卡，而是倾向于综

合体验、多元体验、深度体验。如果

景区能够以门票降费、免费等方式降

低游客的进门门槛，并顺应游客的旅

游新需求，积极开发旅游二次消费产

品，不断丰富游客的消费选择，提升

游客的旅游质量和体验，就会吸引到

更多游客，促进多元消费。部分景区

在门票免费后的收入不降反升，有力

地印证了这种旅游发展模式的合理

性、有益性，印证了破除门票依赖的

可行性。实际上，破除门票依赖不仅

有利于景区的狭义发展，也有利于与

景区关联的交通、餐饮、住宿、购物等

产业的广义发展，有利于地方的综合

发展。一些地方对减免门票费的景

区提供补贴，是非常值得的。

部分景区在门票免费后实现收入

不降反升，让我们看到了旅游市场从

门票经济的旧赛道切换到新赛道的

路径和希望。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常态化背景下，部分景区门票免费能

够取得如此效果，着实不易，也彰显

了以降低旅游门槛促进旅游新消费

的吸引力和生命力。随着疫情防控

取得越来越好的效果，这一旅游新模

式的正向效应也将进一步显现。近

年来，国家发改委已经主导了多轮景

区降价行动，期待各地景区能够由部

分景区门票免费的积极效应，催生出

门票降费、免费的“内动力”，在破除

门票依赖上拿出更大诚意、迈出更大

步子，把创收心思更多用到多元开发

旅游产品上、保障旅游服务质量上、

提升游客旅游体验上。

需要强调的是，景区在首道门票

降价或免费后，对相关二次消费产品

的定价也应做到公平、合理、诚信，严

格遵循明码标价等法律规则，严控变

相涨价、无序涨价。对此，文旅、市场

监管等部门也应加强监督，规范景区

营销行为，确保景区门票费减免真正

给游客带来实惠，给旅游市场发展注

入更健康、更强劲、更持久的活力。

城市锐评

记分新规记分新规

4月 1日起，《道

路交通安全违法行

为记分管理办法》将

正式施行。

新规对现行记

分项目进行了增减，

还对部分项目的分

值进行了调整。

新华社发 商海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