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话题】日前，湖南岳阳
楼景区开展“背《岳阳楼记》免门
票”活动，近万名游客免费登楼。
有读者问，背牡丹诗词免费游牡丹
园中不？（见本报昨日A13版报道）

小洛：背哪首诗？长的短的？
咋确定？这事儿不靠谱。

老谭：搞旅游就得敢想敢创意！
小洛：追求轰动效应，免不了

会剑走偏锋。实实在在提高承载

能力、改善服务质量才是王道。
老谭：好的“葫芦”就要照着

画。要知道，很多人并不是冲着免
门票去的，而是为了感受书香弥漫
的新鲜场景。洛阳有这样的条件
和底蕴，可以学。

小洛：各景区门票可都是在比
着涨价，“亏本的买卖”谁愿做？

老谭：单纯依靠门票的旅游经
济还能走多远？“背诗免票”刮起的
不仅是文化清风，更是新的经营模
式之风，必然带动景区的其他经营
活动。宜阳花果山景区、栾川老君
山景区分别推出的孙姓、李姓游客
免门票活动，效果都不错嘛。

小洛：景区资源具有公共属
性，一刀切地“姓李免票”，资源没
有得到优化配置，还会让其他游客
反感！以能否背出诗词来决定是
否免门票，是否也有不公平之嫌？

老谭：动辄上百元的门票让大
好河山成为“看不起的风景”，能有
一部分人免门票，怎么就不行？

小洛：要做就做长期的，或者
往免除门票的方向走，像西湖景区
一样。即使现在要搞，也不要搞成
一时的概念营销，要妥善谋划，让
游客真正既看了风景又陶冶了性
情，实现经济效益、文化效益和社
会效益的多方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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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污染状况
怎是“不能说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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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盼天上掉馅饼
我们只是要公平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新闻背景】李先生在西工区
开服装店，数日前，他的银行账户
里莫名“多出”900多万元，后又莫
名“消失”。银行方面称，这是移动
平台发生故障，发错了短信。（见本
报昨日A09版报道）

李先生收到的只是错发的短
信，“来去匆匆”的900多万元其实
并没有进到他的账户里。虽然费
了点事，受了点惊，但不管咋说，当
他找上门询问情况时，银行负责人

“深表歉意”，也算是有个交代。
记者挺贴心，又专门帮大家咨

询了一个问题：要是储户的账户真
被误转入钱，咋办？律师说，要真
那样，储户应该及时联系银行，切
不可私自挪用；如果储户拒绝归
还，要被追究法律责任。而且，银
行也有权直接将这笔钱划走！

我们知道，律师说的是事实。
可是，这又是多么没有道理的“有
权直接划走”。好比你跟我是邻

居，你家院里养的鸡跳进我家院里
了，吓了我一跳。你要是敲我的
门，诚恳道歉，我确实不该无理取
闹，非扣下这只鸡。但你要是一声
不吭跳墙过来，抱着鸡又跳墙回
去，我肯定不答应。

假如巨款说来就来，说走就
走，留给储户的只是几条让人摸不
着头脑的短信，客户对私人账户的
知情权、处分权何在？银行因为自
己的过错，给客户带来莫名其妙的
骚扰，还擅自对客户账户进行操
作，客户的尊严和权利何在？双方
平等的契约关系何在？

当不少中国储户的权利被傲
慢的银行无视时，英国发生了这样
一件事：一台ATM发生故障，客户
取款时会吐出双倍数额的现金。
消息不胫而走，人们奔走相告，两
个多小时内数百名客户取走现
金。事后银行方面称错在自己，客
户不必为银行工作失误负责，不用
归还多余的钱。

不是自己的钱当然不能拿，不

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不论是银
行还是储户，都知道这个理。

那英国的银行为啥对客户这
么“谄媚”？因为，英国的银行知
道，其利润来自客户，损失点小钱
赢得好口碑，有利于其在竞争激烈
的市场上占据有利位置。

中国的银行不一样，其享受着
垄断和权力的荫蔽，制定规则并知
道储户只有遵守规则的份儿，自然
霸气十足，不懂谦卑。

巨款来了又去让我们感到不
满，不是因为没盼来天上掉馅饼而
恼羞成怒，而是因为我们见多了银
行或者其他占据垄断地位的市场
主体的无理。这些靠民众养活、为
民众服务的企业，似乎对自己的

“失误”总有“豁免权”：他们出了
错，可以不作解释，说是“失误”；你
因为他们的“失误”得利了，就是

“不当得利”，要负法律责任！
倚仗强势地位，把承担风险、

修补漏洞的责任都推给民众，这样
的“服务者”，大家永远难认可。

日间照料找准依托很必要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新闻背景】白天“入托”晚上
回家，新型养老模式“日间照料”亮
相涧西。今年，我市将加强养老机
构建设，开建80个社区日间照料
中心。（见本报昨日A04版报道）

银发浪潮来袭，整个社会正在
经历“养老之痒”。子女不在身边，
老人又不愿到养老院，养老院数量
也不够，怎么办？“日间照料”是解
决养老难题的新办法、好办法。

应该说，这种新型养老模式，
结合了居家养老和机构养老的优
点：在日间照料中心，老人的生活
得到照料，精神也获得慰藉。

当然，发展中的新事物必将遇
到一些难题。日间照料中心要持

续、要发展，支点在哪里？依托
谁？综观外地经验，不是靠政府，
便是靠民营企业。

问题是，靠政府，面临着钱从
哪儿来的难题；靠民营企业，费用
过高老年人难以承受，费用过低企
业没有盈利空间，服务质量问题、
监管问题也不好解决。

笔者以为，日间照料中心要走
得更远，应当明确一点：社区才是
依托，社区才是主心骨。

去年12月，我国修改老年人权
益保障法，规定将养老服务设施纳
入城乡社区配套设施建设规划，建
立适应老年人需要的日间照料中
心等服务设施和网点，就近为老年
人提供服务，从法律上凸显了社区
在养老服务中的作用。

国家人口发展“十二五”规划
也提出，“建立以居家为基础、社区
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社会养老服
务体系”，同样对社区在养老体系
中的地位予以明确。社区老年人
日间照料设施的建设，正是这一体
系不可或缺的一环，其依托就在于
基本的社区服务。

因此，完善社区的基本服务功
能，把该做的服务做深、做细、做软，
是搞好社区日间照料中心的根基。

在此基础上，充分运用市场机
制，在财政、税收、土地等方面落
实优惠政策，引入社会力量参与养
老体系建设，降低养老服务成本，
提升养老服务品质，日间照料中
心才会如鱼得水，成为老人的第
二个家。

□陈小二

【新闻背景】 1月30日，北京律
师董正伟向环保部申请公开全国土壤
污染状况调查方法和数据信息。近
日，环保部以“国家秘密”为由拒绝公
开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方法和数据
信息。2006年，原国家环保总局与国
土资源部曾作过全国土壤污染调查，
但污染数据至今没有公开。（2月25
日《法制日报》）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明确指出，“涉
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
的”，政府应公开，显然，土壤污染属于
应当公开的范畴。说土壤污染是国家
机密，这未免有点强词夺理。

土壤污染信息继续捂着，不仅不
利于所谓的“公共安全”“经济安全”，
还会引发更大规模的质疑、猜测，导致
谣言满天飞，不利于社会稳定。

以去年 10 月杭州发现“有毒地
块”事件为例，这条有关“杭州有块毒
地”的微博在网上流传，几天内被转
发 3800 多次，引发当地市民恐慌。
最终，此事经专家、媒体多方辟谣才
算了结。

环保部门掌握的数据或许不完
善、不完整，但没理由拒绝公开。

不公开，到底污染到何种程度
的土壤才需要修复，污染土壤修复
到什么程度才算合格，什么样的资
质才能进行修复作业，修复期该如
何规定……诸如此类的问题就难以
解决，我们就会一直生活在土壤污染
的阴影中——买菜、买房子都要靠运
气，谁知道自己是不是一不小心吃了

“毒菜”，住了“毒房”呢？
在涉及公民权益的问题上，公民

的参与、监督显得尤为重要，这就像
PM2.5信息公开，正是由于全民参与，
曾经被视为秘密的PM2.5成为传播环
保知识的契机，被纳入空气质量检测
范围。

土壤污染存在隐蔽性、累积性、滞
后性与不可逆性，一旦问题严重到不
能修复的地步，那伤害的就不仅仅是
一代人了。

官员财产是秘密，公车数量是秘
密，现在连土壤污染都是秘密……我
们不能总生活在秘密里。阳光是最好
的防腐剂、最好的镇静剂，只有信息公
开、透明，公众的内心才会安定。

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怕就怕一
切都在暗匣中捂着，等到捂不住的时
候，那可就是潘多拉的魔盒，一旦打
开，后患无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