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描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合报道
《“村超”彩蛋，你Get到了吗？｜工人日报小
哥带你看“村超”》

“村超”在贵州榕江开赛！为给球员们加油打气，

村里的美食小组就像过年一样，村民们聚在一起准备

当地传统美食麻打滚，同时还为远方客人准备了“彩

蛋”。跟随《工人日报》记者的镜头，一起去感受“村超”

的热闹气氛吧！ （本报记者 王伟伟）

“村超”彩蛋，请查收！

▶扫描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合报
道《我在机场当“灯长”｜三工视频·新360
行之助航灯光机务员》

27 岁的崔韩孝是沈阳桃仙国际机场飞行区管理部

的一名助航灯光机务员，大学毕业后，他就来到机场，一

直从事飞行区里所有助航灯光的运行、维护和保养工作。

助航灯光是为飞机在夜间或低能见度的情况下，为

飞行员提供目视引导信号的工程设施，所以只要航班一

结束，无论是寒冷的冬季，还是凌晨两三点，灯光机务员

都要争分夺秒对助航灯光设备进行检查、维修，守护飞行

安全。 （本报记者 王伟伟 杨召奎）

我在机场当“灯长”

坚守！以北京女足之名

7 月 20 日，备受瞩目的 2023 年国际足联女足世界杯

将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揭幕，中国女足已蓄势待发。我

们在为“铿锵玫瑰”征战世界杯加油呐喊的同时，也希望

更多人可以关注到国内女足球队的成长。

近日，《工人日报》记者专程来到北京先农坛体育场，走

进北京女足，用镜头去记录她们的努力、拼搏、坚守和梦

想。 （本报记者 李元浩 王羡茹 朱亚男）

▶扫描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合报道
《坚守！以北京女足之名》

你的带薪年假休了吗？

▶扫描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合报道《工
小妹：你的带薪年假休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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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江苏常州的肖女士反映，自己在一家企业工作

了 4 年，从未享受过带薪年休假。今年 6 月，她因个人原

因提出离职申请。为了避免劳动纠纷，企业主动提出，可

以在离职前享受今年的年休假，但是因为今年刚过了半

年，所以年休假只能“打折”休两天。带薪年休假，法律规

定有，但自己好像没有，为什么有些劳动者不敢主张自己

的年休假呢？戳视频，听听工小妹怎么说。

（本报记者 贺少成 王宇 史宏宇）

评论·融媒 2023年 7月 20日 星期四 5责任编辑：张子谕 王羡茹
E－mail:grrbplb@sina.com

让招投标的每个环节都无懈可击
本报评论员 吴迪

不能放任“黄牛”如此“生意兴隆”

据 7 月 18 日《半月谈》报道，在招投标领

域，新近出现的专家假评标现象较为隐蔽，值

得重视。有的专家在评标过程中与招标人、

投标人、中介串通勾结、暗箱操作，从中获利；

有的甘于被围猎，非法收受贿赂，打分畸高或

畸低；有的以拒绝在评标报告书上签名为由

要挟，索要高额评标费。一些地方已公布多

起评标专家违法违规案例，取消、解聘数百名

评标专家。

评标是招投标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由评标专家对投标人提交的资格预审申请文

件和投标文件等进行审查或评审，其结果很

大程度上影响着后续环节的走向。现实中，

打点关系、“勾兑专家”成为一些领域招投标

的潜规则。

在招投标乱象中，以往比较常见的是围

标、串标、陪标等，多处于招投标链条的末

端。而专家虚假评标现象不断被曝光，意味

着一些地方招投标乱象已从末端延伸到前

端。如果将招投标比作一场考试，招标人为

意向投标人“量身定制”准入条件可谓“前期

泄题”，虚假评标是中期阅卷时的“里应外

合”，围标、串标、陪标等则是后期公布成绩时

帮助目标被“择优录取”。因而，招投标任何

一个环节出问题，都直接影响整个流程和结

果的公平。其中，评标环节可谓“方向舵”，对

最终结果影响很大。

招投标领域弄虚作假，会给相关行业的

公平竞争、工程安全生产等带来严重威胁。

在经济学中，招投标的作用是发现局部均衡

价格，使招标人与投标人之间达到最优双赢

状态。而弄虚作假的招投标，不仅人为增加

交易成本，还可能出现转包和非法分包等现

象，催生“豆腐渣工程”。之前在西安地铁电

缆事件中，施工方就被曝出低价中标、层层

转包等问题。

作为招投标弄虚作假中的一个重要部

分，虚假评标有其自身两方面特点，一是专业

性，二是隐蔽性。前者决定了评标专家必须

具备相应资质，“只能由少数人进行评审”，这

在客观上为个别专家敲诈勒索、甘于被围猎

提供了可能；后者决定了评标标准和过程相

对不够透明，专家之间互相请托、人情面子关

系不易被发现。

同时，虚假评标也有招投标其他环节弄

虚作假的共性问题，一是监管不到位，有利益

合谋现象存在，包括评标在内的各环节只是

“按剧本演”，比如，为特定企业设置“萝卜坑”

条件，用不合理的限制和壁垒帮其排除竞争

者等；二是行业内不正当竞争，一些体量小、

资质不足的企业为了争夺资源，往往采取虚

假评标、围标、串标等违法违规手段；三是部

分企业间“商业合作”的潜规则，令其他企业

不敢发声。比如，一些企业“友情出演”竞标

者角色以帮助其他企业中标，当自己有需要

时，也请其他企业来“助演”，而评标专家就是

穿梭其中的“演员”之一，谁也不敢、不愿得罪。

近年来，随着监管的加强，招投标领域在

不断规范，但诸如招标人主体责任落实不到

位、不合理限制和隐性壁垒未完全消除、一些

评标专家不公正不专业等问题依然存在，导

致部分项目中标结果不符合实际需求或者实

施效果不佳，制约了招投标制度竞争择优功

能的发挥。

去年国家发改委等 13部门印发《关于严

格执行招标投标法规制度进一步规范招标投

标主体行为的若干意见》，引导招投标活动朝

更加规范有序方向发展，推进形成标前、标

中、标后全链条闭环管理。同时，各地也在积

极探索规范招投标发展的地方样本，如山东

东营探索招投标“评定分离”方式，更加明确

各方主体权责；有的地方探索以大数据等科

技手段筛查可疑项目、升级招投标治理方式。

招投标乱象，归根到底是制度和监管存

在漏洞与薄弱环节。这要求监管部门能与时

俱进完善相关制度，管好链条各环节上的人，

扫清人为撕口子、绕路子、架空制度的盲区，

严格落实每个环节的制度要求。

招投标“保真”，必须全链条严格监管，这

关系到公平竞争的市场基石是否牢固，关系到

民生工程的安全和质量。期待“饿死同行，坑

死甲方，吓死百姓”的招投标乱象早日终结。

招投标乱象，归根到底是制
度和监管存在漏洞与薄弱环节。
这要求监管部门能与时俱进完善
相关制度，管好链条各环节上的
人，扫清人为撕口子、绕路子、架
空制度的盲区，严格落实每个环
节的制度要求。

刘兵

据红星新闻 7 月 18 日报道，近日某著名

歌手演唱会开票，不少网友吐槽票不好抢的

同时，“黄牛”已将门票炒至天价：几百元的门

票被炒到上千元，内场第 1 排甚至被炒到近

两万元。

从热门演出门票、球赛门票到网红餐厅

排号、医院号源，时下，“黄牛”可以高价倒卖

的东西还真不少。进入暑期后，各旅游景点

迎来参观高峰，很多公园和博物馆一票难求，

也出现大量“黄牛”倒票，甚至参观一些知名

高校，也得求助“黄牛”。

“黄牛”是在非满足自身需求的情况下，

获取有价票证并囤积，这无疑挤占了一些有

正常购票需求的消费者的购买空间和选择余

地。以加价或变相加价的方式出售进而牟

利，还会损害正常的市场交易秩序，有哄抬物

价和恶意垄断的嫌疑。

“黄牛”倒票行为首先涉嫌行政违法。

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伪造、变造、倒

卖文艺演出票、体育比赛等入场券或者其

他有价票证、凭证等行为，可处十日以上十

五日以下拘留。其次，相关行为严重者还可

能触及刑事罪名，有律师指出，倒票行为导

致了各类门票价格并非按照正常的市场规

律来决定，因此还可能涉嫌非法经营罪，此

罪情节特别严重的，可处五年以上有期徒

刑。从有关部门的执法来看，被抓的“黄

牛”有人被依法刑事拘留，也有人视情节仅

受行政处罚。

整治“黄牛”倒票乱象，最大限度挤压“黄

牛”的生存空间，还需监管部门、销售方、消费

者等多方形成合力。

比如，执法部门和市场监管部门应当严

格执法，加大对倒票行为的打击、惩戒力度，

形成法律威慑。尤其是对于新出现的“技术

型黄牛”（有些“黄牛”研发了专门用于抢票的

外挂软件，可在售票开启第一时间抢到票），

有关部门在指导相关平台、网站堵上安全漏

洞、筑牢防火墙的同时，应该进行更有针对性

的打击，加强网络空间的巡执法。

其次，票务平台和销售方应建立起严密

的审核和检测机制，将“黄牛”堵在购票平台

外。从目前的实践看，推行较为严格的实名

购票制，取消线上销售平台转赠环节，执行公

开明示制度和明码标价规定，有助于净化交

易市场环境。此前有演唱会实行实名制电子

票，一证一票且不得转赠和转售，观众进入场

馆时还要二次识别人脸验证，这就在一定程

度上减少了“黄牛”现象。当然，相关规则有

待进一步完善。

“黄牛”生意不断，也与一些消费者的需

求有关，这也是需要引导和正视的问题——

通过“黄牛”购票不仅可能难以通过正常途径

维权，而且可能面临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

此外，破解“一票难求”，还可以进一步增

加票源供给。如热门演唱会选择观众容量更

大的场地；相关景区、博物馆等延长营业时

间、增设夜场等。事实上，一些地方和景区、

博物馆等已经看到了公众的需求，也正在积

极采取相关举措。

“ 怪 怪 的 ”

图 说G“不提倡在景区泡面”
是对文明旅游的呼唤

据《法治日报》报道，北京的邹先生在翻阅一本推荐
12岁以下孩子阅读的故事合集时，发现其中一篇把性骚
扰行为包装成坚持追爱，并“启发”孩子们只要坚持就会
取得理想的结果。记者发现，这种“怪怪的”童书在市场
上并不少见，其中有暴力、惊悚、色情描写，还有的存在歪
曲历史、不良价值取向等内容。

既然有年龄分级，图书就应当注意内容的价值导
向。但现实中，不仅一些儿童读物的内容令人感到“怪怪
的”，部分插画、绘本等也存在类似问题。更让人担忧的，
近年来，针对未成年人的诸多精神产品似乎都在努力打

“擦边球”，甚至将此视为销量密码，有的儿童手表中潜伏
着游戏APP、学习机和网课中夹带涉色情广告、动画视频
中窝藏“邪典”内容等，这些都可能扭曲孩子们的认知，伤
害孩子们的身心。呵护未成年人，关注他们的精神世界
是极为重要的一环。期待有关方面的举措和作为能够更
给力一些，为未成年人划出更坚实牢固的保护圈。

赵春青/图 嘉湖/文

弓长

据上游新闻 7月 18日报道，暑假来临，旅

游逐渐火爆。近日一位新闻从业者在朋友圈

爆料称，自己在网上团购预订一家云南旅行

社时，因为持有记者证被客服建议不要跟

团。媒体向该旅行社核实这一情况时，客服

人员表示其确实不接待记者，也没有旅行社

愿意接待记者。也有旅行社称纯玩团对于记

者身份没有限制，只是景区对持记者证没有

优惠。当地文旅部门则回应称，已经介入相

关问题的调查。

对于仅仅因为职业原因就不接待某一群

体的客户，有网友表示不理解，“同样都是消

费，没必要对消费者身份作限制和区分吧？”

也有网友解释，旅行社可能是对维权意识更

强的群体有抵触情绪，即便自身提供的产品

和服务没有太多问题也怕被挑刺。而更多的

声音则认为，旅行社此举还是与跟团游暗藏

不少猫腻有关，“怕被曝光、被舆论监督，而记

者的发声渠道相对更多。”

此前媒体就报道过，有旅行社因为对游

客的职业加以限制而被处罚，这些职业包括

律师、教师、导游等。人们猜测，可能是因为

律师更懂法、教师更“挑剔”、导游更了解同

行，如果他们“重拳出击”，旅行社很有可能

面临大麻烦。为避免这种风险，旅行社干脆

将这些“有风险的人”拒之门外。但这么做，

难免给人“此地无银”之感——对自己提供的

产品和服务这么不自信吗？

事实上，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当下，一些

行业之间的信息差已经被打破，人们若想发

布或曝光一些事情，不缺平台和载体，技术门

槛也没有多高。同时，近年来，公众的法律意

识、维权意识普遍提高不少。从以往被曝光

的一些旅游乱象看，多数新闻的一手消息源

都是普通游客，而非有特殊职业身份的记者、

律师等。

如此现实语境下，旅行社将特定群体拒

之门外，于防曝光而言其实没有太大意义，其

之所以这么做更多的恐怕还是鸵鸟心态作

祟。问题是，把头钻进沙子里，问题就不存在

了吗？此番拒绝律师、记者跟团游被曝光，进

而引发舆论质疑，某种角度上，这也是在给自

己捅刀子吧？好在，从媒体调查来看，拒绝特

定群体的旅行社并不是大多数。

此前，一些旅行社有过按照年龄、性别等

条件，筛选客户、对客户区别对待的先例，比

如老人团、小孩团需要多加钱，因为这类群体

消费能力相对稍弱；女性团比男性团价格稍

低，因为到了购物点、遇到自费项目时，男性

整体相对更理性……给客户画像、对确实需

要特殊照料的群体做收费上的区别，可以理

解，但这与拒绝律师、记者应该是两码事。

换个角度看，旅行社对游客职业“挑三拣

四”更多的还是心虚，也提示有关部门对旅游

行业的乱象治理尚不能松懈，诸如“0团费”、低

价团、购物团等情况，或许仍不同程度存在。

旅游，本质上是口碑生意，好口碑、好名

声才是长久稳定的获客渠道和秘诀。总想做

一锤子买卖、挑软柿子捏，还想把盖子捂住，

哪有这么多“好事”呢？以更谦逊的心态、诚

实的态度大大方方接受公众监督，配合解决

消费者旅游中的难题和困惑，旅游行业才会

更好，旅游市场才会更健康。如此良性循环，

对大家都好。

禁止记者律师参团是在心虚什么？

戴先任

据澎湃新闻网 7 月 19 日报道，针对

“不以任何形式向游客提供开水泡面”引

发的争议，18 日晚黄山风景区做出回

应：盒装方便面食用后的残羹与汤包料，

大多倾倒在游览道的两侧、松树旁、悬崖

下，造成土壤盐碱化，黄山松等植被破坏

现象严重。方便面的残羹还被山上的松

鼠、鸟类等过量食用，导致“半饲养化”，

不利于野生动物保护。我们没有也不会

禁止游客带方便面上山，但是一直提倡

游客不要在山上冲泡方便面食用。

方便面是不少驴友爬山、露营时的

必备，因而“不以任何形式向游客提供开

水泡面”，难免让一些人质疑此举太过严

苛和“死板”，甚至有违人性化。不过，正

如黄山风景区回应所言，很难避免游客

将盒装方便面食用后的残羹与汤包料倾

倒在景区，进而造成一些其他破坏，所以，

其相关规定和要求可以说是事出有因。

现实中，一些游客、驴友的环保素

养、公德意识确实较为薄弱，乱扔垃圾的

不文明旅游行为长期以来堪称旅游顽

疾。同时，一些人认为果皮果核本来就

属于大自然，在野外可以降解甚至还能

给植物增肥，进而认为倾倒方便面等食

物残羹被野生动物食用或是进入土壤，

不是坏事。

事实上，任何垃圾都可能会对生态

环境带来不利影响，比如，苹果核等果皮

果核的分解时间长，腐烂的果皮会招来

蚊虫、苍蝇、蚂蚁等，如此，不但污染环境

也影响景区的美观。

黄山景区不提倡游客在山上冲泡

面，其实只是景区的一种倡议，并非禁止

性措施。游客可以有自己的想法和安

排，但景区保护生态环境，倡议公众文明

旅游、带走垃圾的初衷，应该得到尊重和

认同。保护绿水青山，每一个游客都有

责任。

当然，景区在加强管理力度、巡查力

度，加大文明旅游宣传力度，防范游客乱

扔垃圾，提高游客乱扔垃圾的成本和代

价的同时，应意识到，堵只是一方面，从

疏的角度，景区也可以考虑为游客提供

统一的食物残羹回收服务等，这样既能

更好服务游客又能防止垃圾污染环境，

也更容易获得游客的配合和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