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卡通”
有期待有疑惑

龙门 站ee
“最后通牒”来了，希望不要“雷声大，雨点小”

一卡通河南？也许要不了多久就能实现！
昨天的晚报说，省政府出台《关于城市优先发展公

共交通的实施意见》：明年年底，我省将基本实现省辖
市间公共交通“一卡通”互通互联。这意味着，到时候
拿着一张洛阳公交卡，可以到南阳刷，也可以到安阳
刷。在省内各地，不仅可以刷卡坐公交车，而且能刷卡
坐地铁、城际公交车以及出租车。当然，卡里如果有
钱，吃吃饭、购购物、加加油，也是可以的。

便捷，太便捷了。
不过，办卡是要交押金的。这个事儿，让人想说上

两句。
办卡要收多少押金，收押金是否合理——这个问

题，不多余，而且有先例。
就拿北京而言，尽管“一卡通”带来了便利，但还是

引发诸多争议。新华社曾发文，从制卡成本、退卡程
序、押金合法性、押金利息所有权等多个方面展开分
析，对北京“一卡通”相关问题提出疑问。

确实，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卡的收费标准，应严格
按照卡工本费核定，并无押金一说。“一卡通”收取押
金，很可能并无依据。

进一步讲，一张卡收个几十元，单看不起眼，可搁
不住多呀。就按我市公交IC卡月发卡5000张、累计发
卡108万张来算，累计起来的金额不是个小数目。现
实是，会去退押金的毕竟是少数。这些押金，沉淀下来
用到哪里了？产生的利息又归谁了？

互联互通，大势所趋。小小一张卡片，明年年底通
河南，未来甚至可能通全国，令人期待，但其中产生的
问题与质疑，也不该被轻视。

【新闻背景】近期，国内多
家景点宣布上调门票价格，涨价
后 5A 级景区平均票价超过百
元。面对门票“3年必涨”的怪
圈，专家指出，景区票价要体现
公益性，应建立合理的票价生成
机制，从长远看，景区应摆脱“门
票经济”依赖，谋求产业经济的
转型升级。（见今日本报B05版）

多少年了，与景区门票相关
的关键词，似乎永远只有一个：
涨价。

如何应对这种“不涨白不
涨，你涨我也涨”的情况？我们
需要一张实行国家公园制度的
时间表与路线图！

那些人头攒动的旅游景区，
多是来自大自然的馈赠和祖先
的遗留。景区门票不断上涨，固
然不能排除成本增加等因素，但
更重要的是，地方政府和经营管
理者将景区资源看成了“私有财
产”，当成了“摇钱树”。只有把
这些来自自然的馈赠和祖先遗
留的大美风景，以国家名义收归
国有，并且以国家公园形式集体
管理，国家级风景区的“国家级”
和“公益性”才能真正体现。

摆脱“门票经济”，形成大的
旅游产业经济，虽然有免费西湖
之类的成功案例，但是具体到地
方政府和景区管理者，他们显然

不愿意放弃既有的蛋糕，而总是
奢望着鱼和熊掌兼得；只有以国
家公园形式集体管理，才能真正
将西湖免费经验放大成旅游产
业的大繁荣——“损失”门票收
入小头，获得旅游消费大头。

众所周知，很多国家都设有
国家公园，实行免票或者非常低
廉的票价。自1982年起，国务院
总共公布了8批225处国家级风
景名胜区。如果能让国家级风
景名胜区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
公园，实行价格低廉且全国通用
的年票月票，不仅可以有效缓解

“游不起”的问题，还能极大推动
旅游产业的发展。

■洛浦听风

国家公园制度能否刹住景区涨价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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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卡是要交押金的。这个事儿，让人想
说上两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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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首次大规模住房公积
金执法行动开展至今，仍有两
家企业“无动于衷”。市住房公
积金管理中心在《洛阳日报》上
发出限期改正的“最后通牒”，
并或将开出我市住房公积金缴
存史上首张罚单。对此，众网
友有话说。

“最后通牒”获得了大多数
人的支持。@一页西国“叫
好”：早该这么做了，让市民看
看是谁这么嚣张。@喊我黄三
金问道：都闹到报纸上了，总不
能还视而不见吧？

为何会有企业对执法行动

“不当回事”？@洛阳好备T猜
测 ：恐 怕 是 没 想 到 会“ 来 真
的”。@lvming36 接过了话茬：
看来有些企业在对待各类检查
和通知方面，已经习惯于运用

“拖字诀”。@继承人杜齐则
说：胆子这么大，“1万元以上5
万元以下罚款”能镇住吗？

罚得太轻了？在@天枰座
的奶茶看来，假如“最后通牒”
也不管用，就只好罚5万元钱了
事，接下来一切照旧吗？@蚕
豆豆 doudou 表示赞同：“罚得
轻”只会导致企业越来越不怕
罚，恐怕这也是住房公积金乱

象频发的重要原因。
单位不给缴公积金，很多

职工敢怒不敢言。@白小宁你
好可爱认为，这是由于“职工的
声音太微弱”：大家肯定也有意
见，但是这些意见要么反映不
上来，要么就是“石沉大海”。

“最后通牒”发出了，很有
积极意义！正如@张栩翔所
说：维护职工正常权益，这是重
要一步，希望不要“雷声大，雨
点小”。@冯伟武建议今后要

“执法前移”：加强常态化、短间
隔的监管，避免出现企业“债多
不愁”的情况。 （王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