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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研周边酒店涨价：更该反省的是谁？
　　距离考研还有 1 个
多月，西安高校附近酒
店紧俏。很多酒店客房
基本售空，平时 300 多
元的房间现在订要 1799
元，翻了近 5 倍。酒店
前台称，8 月起就有人开
始订房，目前周围房价
都在上涨。不只西安，
据媒体近期的报道，全
国多地都出现这样的情
况。（11 月 12 日 澎湃
新闻）
　　对于这种现象，大
部分网友认为应该抵制
这种哄抬价格的行为。
但在“应该赖谁”这一
问题上，网友却形成了

两个鲜明的阵营：一方
认为责任在于政府，是
政府监管部门办事不力、
没有及时使用宏观调控
手段的结果；另一方认
为责任则在于酒店，为
了商业利益弃自己的良
心于不顾。
　　考研临近，闹剧频
出，论起追责，学生、
酒店、政府三方或许都
有过失和不妥当之处；
但笔者认为，网友将锅
甩给政府却略有不妥。
政府虽为宏观调控的主
体，但考虑到决策成本
及经济波动造成的影响
大小等因素，不可能所

有的经济问题都由政府
直接出面解决；而在这
一事件中，酒店一方过
于追求经济利益，哄抬
房间价格，其行为更应
受到指责。许多网友质
疑酒店“你们的良心哪
里去了？”，这反映出
的是酒店社会效益和社
会责任心的缺位。酒店
虽以营利为目的，考虑
得更多的是经济效益，
但同时也应兼顾社会责
任。
　　酒店抬高房价迫使
考研学生入住，短期内
会获得巨大利润，但这
绝非长远之计。酒店会

失去消费者的信任，会
被冠上“黑心”“趁火
打劫”的帽子，会丧失
一大批潜在消费者。长
此以往下去会怎样？房
价越涨越高，住不起天
价酒店的考生有无可能
露宿街头？比起高考的

“全世界都在为你加油”，
考研本就是一个人的战
斗，考生承受巨大的压
力和负担，倘若有商家
以此为契机罔顾社会责
任心，绞尽脑汁捞尽最
后一滴油水，人与人之
间温暖和信任将荡然无
存。
　　各个企业都有营销

之道，酒店有自己的营
销策略，这一点无可厚
非。但使用营销策略是
否意味着要将酒店房间
价格提至天价，又是否
意味着可以肆无忌惮地
侵害消费者的权益，狮
子大开口？答案必然是
否定的。西安高校附近
酒店的所作所为与酒店
应该拥有的社会责任感
背道而驰，考研已迫在
眉睫，但求更多酒店能
有所反思并引以为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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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航空一机长邀请
女乘客进驾驶舱自拍事
件，经网络曝光、媒体
报道后，涉事机长被终
身停飞。相应，该航空
从董事长、总经理到副
驾驶、乘务员、观察员
等在内的机组成员均受
到处罚。可网络上居然
出现替受罚机长“叫屈”
的声音，尽管不是主流，
却反映出部分人对公共
安全存在认识误区。（11
月 11 日《晶报》）
　　可以说，近期网上
最牛照片，非某女子坐
在飞行状态飞机驾驶舱
内喝茶摆 pose，并在微
博中配文“超级感谢机
长，实在是太开心了”
莫属。要命的是，女子
这次出格“开心”未成
“网红”先成“网黑”，
不仅招致网友“群起而
攻之”，而且“城门失火，
殃及池鱼”。随着事件

被起底，航空公司依据
相关规定，针对当事机
长违规让无关人员进入
驾舱行为，决定对其处
以终身停飞处罚，对于
涉事其他机组成员处以
无限期停飞并接受进一
步调查。
　　毫无疑问，机长无
视“无关人等不得进入
驾驶舱”行规铁律，让
乘客擅进飞机驾舱，不
仅属于严重践踏规则的
违规行为，而且是威胁
机上人员生命安全的冒
险行为。史上前机之鉴
让人记忆犹新，载 75 人
的俄航 593 航班机毁人
亡惨剧，就是因为机长
任性让儿子进舱学开飞
机惹祸。由是，对本次
事件责任人如何处理都
不为过，压根儿不值得
“叫屈”。“叫屈”提
醒人们，对乘客擅进飞
机驾舱事件除了义愤诟

病，更须理性反思其发
生的偶然与必然。
　　就发生概率看，乘
客擅进飞机驾舱属偶然
事件。该事件实际发生
时间为今年 1 月 4 日，
直至 10 个月后的 11 月 3
日被网友扒图疯传后，
才东窗事发并招致查处。
也就是说，事件被发现
也属偶然。万幸的是，
本次事件并未产生危害
后果；然而，不是每次
偶然都能遇到“万幸”，
俄航 593 航班就没有“万
幸”。
　　飞机是事故概率最
小的交通工具，但别忘
了，飞机也是事故结果
最重的交通工具之一。
可以说，每一条飞行安
全规则，都是人命关天
的生命规则。更何况，
不少规则原本就是用血
的教训换来。美国 9•11
事件后，进出驾驶舱限

制极其严格，即便机组
成员也须特殊理由方可
进入。“德国之翼”副
机长抑郁自杀导致 149
人陪葬悲剧，事后多国
多家航司实施绝不允许
出现一人驾机新规。作
如是观，遵守飞行规则
就是敬畏生命安全。乘
客擅进飞机驾舱虽说事
出偶然，背后相关人员
规则意识淡薄却是必然
导因。
　　但凡无规则意识，
成因无非在于，不是未
意识规则，便是规则无
意识。事实上，国内此
前就发生过乘客擅进飞
机驾舱等类似事件，比
如 2018 年 7 月，某航一
机长擅自允许妻子先后
三次入舱，被查实后给
予行政罚款处罚。机长
及副驾驶、乘务组等，
随后被相关航司处以停
飞半年、取消教员资质、

罚款等处罚。相同事件
再度上演，说明相关人
员不是未意识规则，而
是处罚远未达到以儆效
尤让他们“长记性”的
力度。
　　偶然之中有必然。
乘客擅进飞机驾舱偶然
事件，起码暴露国内航
空两大必然“短板”：
一是相关违规罚则及适
用失之于温柔，未能让
人刻骨铭心；二是事中
风险监控机制及技术失
之于软弱，无法做到搜
个正着。由此看来，不
切除诱发违规的必然“病
灶”，类似偶然事件就
有反复发作的顽固机理，
网络上居然出现替受罚
机长“叫屈”声音便是
佐证。但愿这是杞人忧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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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须反思乘客擅进飞机驾舱的偶然与必然

　　“双 11”刚过，当
人们还没有完全从购物
的狂欢中走出来，快递
问题却让一些购物者瞬
间兴致全无。12 日，成
都一位市民反映称，其
所在小区的百世邻里快
递网点贴出了一则通知，
称“双 11”期间货物太
多，请消费者当天领取，
未领取者将第二天退回
公司，这引起了该市民
的不满，她认为快递本
该送货上门，怎么能够
要求必须当天取件。（11
月 12 日《南方都市报》）
　　确实，“双 11”期
间的快递确实太多了，
根据国家邮政局监测数
据显示，12 日全天各邮
政、快递企业共处理 5.35
亿快件，是二季度以来
日常处理量的 3 倍，再

创历史新高。但是，快
递网点再忙也不能“偷
工减料”，这种只能放
一天，否则就退回的不
负责任的行为不仅伤害
了消费者的心，也违背
了快递行业自身的职业
精神。
　　快递行业确实算得
上是一个比较辛苦的行
业，尤其是“双 11”过
后的快递行业，对此，
网友们也纷纷表达了同
情，称之为“伟大的快
递员”。伟大不伟大先
不去谈论，快递行业本
身作为一个通过收取费
用来为顾客邮递货物的
行业，首先就应该为顾
客服务，保障顾客的收、
退快递等应有的权利，
而这正是快递行业应该
遵守的职业信条。

　　但职业精神总的来
说还是一个轻飘飘的概
念，依靠的是人们的自
觉性，要想让快递行业
真正遵守职业精神，还
应有相关制度的强制约
束。今年的“双 11”在
交易额上再次冲破了纪
录，但是与此同时，在
快递的“最后一公里”上，
却常常爆出问题。其实，
不仅是这次的网点“强
退”问题，以往快递员
未经同意就将包裹放入
代收点或者快递柜也是
长期以来的消费者投诉
“重灾区”。遗憾的是，
目前快递行业的相关制
度尚不完善，2018 年 5 月，
我国才出台了《快递暂
行条例》勉强弥补了我
国快递业法律的空白。
　　《快递暂行条例》

规定，“经营快递业务
的企业应当将快件投递
到约定的收件地址、收
件人或者收件人指定的
代收人，并告知收件人
或者代收人当面验收。
收件人或者代收人有权
当面验收。快件无法投
递的，经营快递业务的
企业应当退回寄件人或
者根据寄件人的要求进
行处理。”然而《快递
暂行条例》的相关规定
在实际操作中却难以执
行到位，这也间接导致
了此次“霸王条款”的
出现。
　　快递的“最后一公
里”问题涉及多方的利
益，都有着各自的苦衷，
有的人想要快递员送货
上门，有的人却不想，
这就让快递员陷入了两

难。就像之前滴滴顺风
车关于晚上 8 点后就不
能搭载女性乘客的新规，
有的人认为这是为女性
安全着想，有的人却认
为这是对女性的歧视。
　　因此，要想解决这
存在于网上购物末端的
种种纠纷，就需要有关
部门加快完善各类制度
来进行协调，让快递服
务更加规范的同时也更
加人性化。与此同时，
作为快递行业的工作
人员也应坚守自己的职
业精神，不能因为“双
11”的繁忙而对消费者
撂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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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不取就退件，快递的“最后一公里”孰来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