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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谭

有意也好，无意也罢，刀刻也好，
笔写也罢，在景区用“到此一游”来证
明“你的来过”，不会因此让你扬名，
反而会因为“不文明”而被广为诟病。

“最强到此一游”，这的的确确
是一种错。但签名者闫秋玲，通过
本报向武当山景区致歉，其悔意之
浓、自责之深、道歉之诚，令人欣
慰，尤其是，当口诛笔伐风起云涌
之际，他们敢于站出来说声“俺们
错了”，这种勇气更给人以触动。

认错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境
界。生活中，错是一种常态，是不可
避免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犯
错，并不意味着有失颜面，意识不到
错误或者知错犯错，才是真正的颜
面尽失。因此，认错、纠错、改错，才
能赢得尊重，避免重蹈覆辙。

从一定程度上讲，“到此一游”之
所以成为众矢之的，不仅仅在于公众
对一起起“个例”的厌恶，更在于许多
人不认为这是一种错、一种不文明，
继而出现前赴后继的“到此一游”。

洛阳，又何尝不是受害者？作
为十三朝古都、全国文明城市、旅游
大市，洛阳文物景点众多，每年迎接
游客数千万，许多景点不难发现“到
此一游”的痕迹。正因此，我们每个
人更需要鼓足勇气，检视自身的类
似错误并改正。

□见习记者 牛鹏远/文 记者 李卫超/图

近日，武当山景区一处石壁上连签
6个名字的“到此一游”引发广泛关注和
热议，网友称之为“最强到此一游”。

昨日，经过本报记者多方联系，该
事件当事人——伊川县白沙镇叶村
村民闫秋玲接受了采访。她对自己的
不文明行为感到懊悔，想通过本报向武
当山景区道歉，希望能得到大家原谅。

石壁上的“到此一游”引发热议

据湖北省《十堰晚报》13日报道，有
网友在武当山景区一处石壁上发现连
签6个名字的“到此一游”，11排汉字依
次写着“河南省洛阳市伊川县白沙乡×
村、母亲张巧、张环丝、X秋玲……到此
一游”等字样（X表示不能辨识），被网
友惊呼为“最强到此一游”。

“最强到此一游”的相关图片在网
上传播，引发各界热议。

当事人尚不知“签名”事件已
在网上传开

14日上午8时，根据网传图片中显
示的信息，本报记者与伊川县白沙镇派
出所取得联系。因图片中部分字迹模
糊不清，民警只查询到其中“张巧”的名
字。据了解，白沙镇共有3人名叫“张
巧”，需逐一排查确认。

随后，记者联系到3个“张巧”所在
村村委会。经辨识，叶村确有名叫“张
巧”和“闫秋玲”的村民，且为婆媳关系，
与图片中描述的信息极为相似。村民
叶灿平表示，今年年初，张巧和闫秋玲
确实到武当山旅游过。

10时许，记者来到伊川县白沙镇叶
村时，闫秋玲正在家里做针线活。此
时，她还不知道“签名”事件已经在网上
传开。听完记者介绍，闫秋玲显得有些
不知所措：“俺真不是故意的，咋也想不

到这事后果这么严重。”

圆83岁婆婆旅游梦，她带老
人到武当山游玩

闫秋玲说，张巧是她的婆婆，今年
83岁，一辈子从没旅游过。为圆老人旅
游梦，今年4月6日，闫秋玲咬咬牙，拿
出1000元钱，决定带婆婆到武当山游
玩。和她们一起去的，还有同村的张环
丝和赵小团。张环丝是一名盲人，赵小
团是张环丝的监护人。

4月6日晚到达湖北省十堰市后，
闫秋玲遇到了同样来自伊川县的杜春
丝和X顺玲（具体名字闫秋玲已记不
清）。老乡相见格外亲，7日一早，6人
便相约到武当山景区爬山。

“字是用笔写的，不是用刀子刻的”

从金顶下山路上，6人见有游客在
山路石壁上签名，张巧便提议：“一辈子
就来这一回，咱留个念想吧。”6人中只有
闫秋玲有小学文化，她便用黑色记号笔
替大家在石壁上写下“……到此一游”。

“俺不是一家人，字是用笔写的，不
是用刀子刻的。”闫秋玲央求记者向大
家澄清。

她想通过本报向武当山景区道歉

得知“签名”事件已在网上传开，闫
秋玲非常紧张，一直说“对不起，不是故
意的”。她在一张白纸上写下《道歉
信》，希望通过本报向武当山景区道歉，
请求大家的原谅。

“对不起，俺真的错了。”闫秋玲说。

“最强到此一游”当事人现身，她本想圆83岁婆婆的旅游梦，
没想到带婆婆旅游时犯了此错，她想通过本报向景区道歉——

对不起，俺错了！

勇于认错也是种境界

闫秋玲写的道歉
信：

我家住农村，文化
低，不知道在景区写字
是不文明，给武当山景
区造成不好的影响，心
里很难过，以后不再有
这样的事情发生，向景
区说声对不起，希望大
家原谅。

闫秋玲
2013年6月14日

《十堰晚报》13日相关报道

石壁上的字 （网络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