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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索赔”

据披露，上海去年职业

索赔投诉量高达24.6万件，

近8000人年投诉量超过10

件。其中，有人在一年内以

“无证拍黄瓜”为由向1372

家餐饮店提出高额索赔。

目前，“职业索赔”群体

的行为已经完全背离了消

费者维权的初衷，“职业索

赔”现象更影响了小微经营

者的经营信心，对正常市场

秩序造成了破坏。

中新社发 朱慧卿作

察言观社

■魏顺庆

日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对8起违规吃喝典型问题进行

公开通报，再次向全党敲响了

“违规吃喝非小事”的警钟。

吃喝问题看似微小，实则危害

极大，其背后可能是公权力在

觥筹交错间被滥用、被侵蚀，

成为权力寻租的隐秘链条。

违规吃喝问题具有很强

的顽固性、反复性，一些隐形

变异的“吃喝风”禁而未绝。

一些人将吃吃喝喝遁入“地

下”，披上“隐身衣”，躲进“青

纱帐”，挖空心思躲避监督。

有的“精致”走账“吃公款”“吃

公函”；有的隐形变异“吃老

板”“吃下级”；有的躲入私人

会所等场所大吃大喝；有的

“以饭作局”，大搞团团伙伙、

利益勾兑……凡此种种，并非

其不懂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恰

是为躲避监管，在监督薄弱环

节上寻“突破”钻空子。

奢靡之始，危亡之渐。纵

观这些年落马的党员干部，不

少人都是禁不住诱惑、耐不

住寂寞，从“吃吃喝喝”开始

沦陷，在推杯换盏中陷入奢

靡，最终成为人所不齿的阶下

囚。党员干部倘若放松自我，

视吃喝为小节，势必导致思想

滑坡、作风涣散，甚至拉帮结

派、搞小圈子，一步步走上腐

化堕落的不归路。党员干部

必须以案为鉴、自重自省，把

稳思想之舵，绷紧纪律之弦，

注重点滴养成，远离违规吃喝

的腐败源，自觉做到拒腐蚀、

永不沾。

违规吃喝是大部分违规

违纪行为的“导火索”，是腐化

堕落的“催化剂”。一桌饭、两

条烟、几瓶酒，貌似小事小节，

丢掉的是党的优良作风，助长

的是歪风邪气，败坏的是社会

风气，最终吃掉的是信任，失

去的是民心，决不能听之任

之。必须拿出打持久战的决

心，盯住不放、深化整治，持续

释放越往后越严的强烈信号，

不给“舌尖上的腐败”隐形变

异的空间。

违规吃喝现象屡禁不止，

意味着松一松就会回潮。封

堵违规吃喝的“暗门”，治理

“舌尖上的腐败”，要常抓不

懈、一严到底，坚决防止不正

之风回潮复燃。一方面，纪检

监察机关要始终保持严的基

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常念

“紧箍咒”，勒紧“法纪绳”，对

隐形变异的违规吃喝发现一

起，曝光一起，处理一起；另一

方面，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

要紧盯违规吃喝这个顽瘴痼

疾 ，贯通信访举报、巡视巡

察、监督检查 ，整合监督力

量，发挥群众、公安、市场监

管、财税、审计等监督合力，

加大明察暗访力度，让各种

瞒天过海的违规吃喝行为无

处遁形。

各级党员干部尤须清醒

认识违规吃喝问题的危害

性，自觉摒弃“小节论”“影响

发展论”“行业特殊论”等错

误思想，始终把纪律和规矩

挺在前面，切实做到心有所

畏、行有所止，主动拒绝违规

饭局，远离“舌尖上的腐败”，

永葆慎独自律、清正廉洁的

初心本色。

持之以恒纠治持之以恒纠治““舌尖上的腐败舌尖上的腐败””

背景：
“镜头对着正在用餐的顾

客，商家却躲在手机后面。”近

日，有媒体调查发现，一些商

家借助短视频平台招揽生意，

在未经允许之下，对真实消费

场景进行直播、拍摄，把顾客

当做营销引流的工具。

吃饭被直播，健身、理发

被直播，甚至泡温泉也被直播

……对此，不少网友明确表

示：“不想被实时直播生活。”

@澎湃评论：商家直播、拍

摄消费实景，无非是为了打造

身临其境的现场感，通过实时

展示产品、服务，达到招揽生

意的效果。然而，不告知消费

者、未经消费者允许就开播、

开拍，忽视了消费者的感受，

更涉嫌侵犯消费者的肖像权

和隐私权。消费者不是商家

的免费演员，消费过程不是商

家直播引流的素材。无孔不

入的“被直播”现象，理应得到

有效遏制。

@正观新闻：现如今，技术

正不断改变生活，隐私权保护

显得尤为迫切。对于直播相

关行为，需以建立规范使用、

严格监管、依法治理等综合性

治理体系，真正促进公共利

益。尤其是，我国在直播侵权

方面尚存立法粗线条、执法难

界定等问题，更要及时完善，

以适应现实的迫切需求，让消

费者有不配合的底气，让经营

者有不越界的自觉。

@《北京青年报》：鉴于“全

民直播”下的隐私保护成为严

峻问题，相关部门要压实平台

主体责任。各类平台针对涉

及就餐、健身等消费者个人形

象突出的消费场景的短视频

或直播，要加强审核力度，细

化完善平台内部管理规定，引

导商家通过技术手段（如马赛

克），解决宣传推广和保护消

费者信息的矛盾；对于涉嫌侵

犯他人合法权益的，要及时断

开直播流或者下架相关视频，

必要时，也可采用限制推送、

封号等形式予以惩戒。同时，

消费者发现“被直播”，应及时

制止，果断积极维护自己的正

当权益。

景区景区““一毛钱奶茶一毛钱奶茶”：”：
用温度提升热度用温度提升热度

■戴先任

“五一”假期，河南洛阳一景

区在半山腰为游客推出“一毛钱

一杯”的奶茶，吸引游客争相购

买。有游客称这是其喝过最便

宜的奶茶，味道也好。

“一毛钱一杯”的奶茶，收费

显然覆盖不了成本。景区称此

举是为了游客登顶加油，收费是

为了避免不需要的人随意领取

造成浪费。景区象征性收费，不

仅为登山途中感到口渴的游客

提供了暖心服务，还避免了资源

浪费，赢得了广大游客的好评。

表面来看，景区做了一笔

“亏本买卖”，但实际上算了一笔

“长远账”“人心账”。“一毛钱奶

茶”活动，不仅“暖”了游客的胃，

更“甜”了游客的心，有效塑造了

景区良好的好客形象，让游客对

景区的好感度直线上升。有网

友称，下次有机会也要去这个景

区感受这份惊喜和温暖。

据笔者了解，不少地方和景

区也推出了类似活动，如“周末

及节假日1元公交游景点” “一

元午餐”等。上述地方和景区通

过提升服务温度，进而增加了景

区热度，让更多游客蜂拥而至，

实现了景区与游客的共赢。

通常，在“五一”假期等旅游

旺季，一些热门旅游城市、旅游

景点的住宿、餐饮、商品价格会

随着人气的提升而攀升。景区

住宿、餐饮等消费价格上涨，一

方面和人工成本高、店铺租金

贵、原材料供不应求等因素相

关；另一方面，也有部分商家只

想做“一锤子买卖”，把游客当成

“冤大头”，乱加价、乱收费，设置

各种消费陷阱损害游客利益。

当前，越来越多的景区推出类似

“一毛钱奶茶”“一元午餐”等活

动，净化了景区消费环境，引导

了更多商家诚信经营，打破了不

少人对景区餐饮、景区消费的固

有认知，成为游客旅途中温馨而

独特的记忆。

近年来，游客越来越重视旅

游体验，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

旅游业面临着转型升级的机遇

与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各地、

各景区要摒弃同质化竞争，重视

游客旅游体验，满足游客多样

化、个性化需求，不做“竭泽而

渔”的蠢事，方能赢得更多游客

的心，有利于景区长远发展。

在笔者看来，“一毛钱奶茶”

的举措并不适用于所有景区，

景区也没有这样的义务与责

任。但是，景区有打造良好服

务环境、消费环境的责任，必须

解决消费痛点，重视游客体验，

严厉整治欺客宰客等乱象，维护

消费市场正常秩序，维护好消费

者正当权益，让“平价奶茶”“平

价午餐”“平价服务”在景区成为

常态。

如何有效遏制如何有效遏制““被直播被直播””现象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