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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海南特区报》报道，近日，海南三亚市

发改委发布关于 2025 年春节期间三亚旅游

饭店标准客房价格管理的通知，涉及三亚市

各类旅游饭店标准客房，不包括别墅类、套房

类客房及旅租、民宿类等，管理时段为 2025

年 1 月 28 日至 2 月 4 日。根据通知，2025 年

春节期间旅游饭店标准客房各房型销售价格

不得高于近两年春节期间的最高价格水平，

下浮不限，由旅游饭店经营者自主制定具体

销售价格。

春节出游本图个喜庆与放松，但高昂的

酒店费用却常令这份喜悦大打折扣。三亚

作为国内热门旅游目的地，其酒店价格在春

节期间“突飞猛进”，曾一度成为游客心中的

痛。从 2015年起，当地连续十年实施春节旅

游客房限价政策，从最初的直接设定价格上

限，到如今采取“不高于近两年春节期间最

高价格水平”的灵活机制，这一变化，既是对

市场规律的尊重，也是对民生诉求的积极回

应——力避简单粗暴的“一刀切”式限价，在

保护消费者权益与促进旅游业健康发展之间

寻找平衡点。

或许有人担心，限价会干扰市场自由定

价，影响酒店业的正常运营。但事实并非如

此。三亚的实践证明，合理的限价政策，非

但没有遏制酒店业的发展，反而促进了市场

的良性竞争。酒店为了吸引顾客，会更多地

在服务品质、特色体验上下功夫，形成了多

元化、差异化的竞争格局。以三亚某知名度

假酒店为例，近年来，该酒店通过提升服务

质量、增设亲子活动、打造特色主题餐厅等

方式，即使在限价政策下，依然能保持较高

的入住率和客户满意度，可见限价并不意味

着限制发展，而是引导行业向更高质量发展

转型。

三亚的限价政策之所以能持续十年并

不断优化，关键在于其背后的法治支撑与智

慧管理。一方面，价格法等法律法规为限价

政策提供了法律依据，确保了其合法性与稳

定性；另一方面，当地有关职能部门根据市

场变化适时调整策略，利用大数据分析等手

段，科学设定限价标准，既避免了“一刀切”

的弊端，又有效遏制了价格无序上涨。此

外，当地还注重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鼓励

游客监督，形成了政府、市场、社会共同参与

的监管体系，不仅增强了政策的公信力，也

让游客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关怀与尊重。

持续十年的春节限价政策，折射出城市

治理的大智慧——旅游业的繁荣不应是短期

的暴利驱动，而应是基于长期规划的可持续

发展。在“旅游+”的时代背景下，期待这种

以实际行动探索旅游业转型升级之路的做

法，或可为更多地方借鉴，从而进一步深化旅

游供给侧改革，提升旅游服务质量，让每位游

客都能在目的地找到属于自己的诗和远方。

旅游客房春节限价，看似简单的政策背

后是对民生福祉的深切关怀，对市场规律的

深刻理解，以及对城市发展蓝图的精心布

局。这是一次政府与市场共舞的探索，也是

一次民生与发展双赢的实践。

▶扫描右侧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合
报道《劳动者权益小课堂｜离职后，劳动者能
“说走就走”吗？》

离职后，劳动者能“说走就走”吗？

重庆某科技公司员工李某在向公司提出辞职后随即

离开，且拒不办理工作交接手续。李某离职后，该公司因

研发设计进度延误、迟延交付样机，向第三方承担了违约

责任。该公司申请劳动仲裁后，起诉请求法院判令李某

赔偿相应损失，并返还其在公司工作期间完成的全套研

发设计资料。最终，法院经综合考量，酌定李某赔偿该科

技公司损失 5万元。 （本报记者 周倩 李逸萌 窦菲涛）

▶扫描右侧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合
报道《工视点：这些劳动争议案，为何法院判
决各不同？》

最近，跟劳动关系有关的案件频频登上热搜。有人

因为上班早退 1分钟被公司辞退，法院认定企业违法，企

业必须向员工支付赔偿金。有人因为上班期间上个厕所

被单位开除，法院又认定单位对员工的开除不违法。差

不多性质的事件，法院判决并不相同，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起来看。 （本报记者 贺少成 李逸萌 雷宇翔）

这些劳动争议案，为何法院判决各不同？

值守极限“雪世界”的安全卫士

作为一名滑雪巡救员，27岁的王福林今年迎来了职

业生涯的第 5 个冬季。为确保滑雪场整体安全，他和巡

救员班组成员的日常工作事无巨细，比如要在正式营业

前 40 分钟进入雪场，对滑雪道、缓冲区及设施设备进行

细致检查，还要逐一安插防护措施。巡查过程中，一旦发

现滑行者摔倒、相撞的情况，需要第一时间抵达处置。

（本报记者 李娜 本报通讯员 潘文苑 刘阳）

▶扫描右侧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合报
道《值守极限“雪世界”的安全卫士｜三工视
频·新360行之滑雪巡救员》

▶扫描右侧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合
报道《世界最大冰雪主题乐园今天开园｜我
们提前蹲点10日，带您看“2.0版”的哈尔滨》

12 月 21 日，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正式开园，这也宣告

哈尔滨冰雪旅游季正式开启。今年冰雪大世界的主题为

“冰雪同梦 亚洲同心”，园区整体面积达到 100万平方米，

创历史之最，总用冰用雪量 30万立方米。去年的哈尔滨

给了我们很多惊喜，而今年又有亚冬会的契机，让人不禁

期待：“尔滨 2.0版本”会是什么样子？

（本报记者 吴凡 本报通讯员 杨锐）

带您看“2.0版”的哈尔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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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资格证书造假，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本报评论员 吴迪

春节旅游客房限价，一场民生与发展的双赢

不到一年时间，被告人孙某强伙同他人

伪造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证、特种作

业操作证、特种设备操作证等共计 18700 余

个——据 12月 24日澎湃新闻报道，最高人民

法院于当日发布一批依法惩处安全生产资格

证书涉假犯罪典型案例。一些不法分子受利

益驱动，心存侥幸、铤而走险，有的甚至形成

跨省特大伪造、变造、买卖安全生产资格证书

的黑灰产业链，严重扰乱安全生产秩序，危害

公共安全，侵害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近年来，安全生产领域的一些资格证书造

假现象并不罕见，人们常见的电梯运维、空调

安装等特种作业，以及电工带电作业、矿工井

下作业、焊接与热切割作业等，都被曝光过从

业人员持假证上岗的案例，其中不乏一些因不

具备专业能力而导致的亡人事故，教训惨痛。

此番最高法公布的典型案例让人们了解

了安全生产资格证书造假的一些特点。比如，

买方、卖方、网络平台、中介机构等形成了完整

的交易链条，各环节配合默契；网络信息技术

手段被广泛应用于伪造、变造相关证书的不

法活动中，为识别、打击工作带来难度——有

的团伙开设与相关部门官网“肉眼看不出区

别”的山寨网站提供“证书验真”服务，有的将

作弊程序植入资格证书考试所用的电脑中，

帮助考试者作弊、修改成绩等，进而助其拿到

“假的真证”；有的用工方因为相关人才缺口

较大，容易“捡到篮子就是菜”，对从业者无

证、持假证等情况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帮

助其购买假证“洗白”身份，等等。

特种作业往往环境复杂、风险高，作业人

员必须经过培训并取得相应的资格证书方能

上岗。我国安全生产法对此亦有强制性规

定。然而，仅上述公布的几起案例，便涉及假

证上万个，涵盖多个高风险作业领域——这

些获取假证书的人很可能已经遍布各地，从

事着各种特种作业，如此重大的风险隐患，令

人不寒而栗。

为遏制安全生产资格证书造假乱象以及

涉假犯罪产业化、链条化的趋势，近年来有关

部门频频开展联合行动。今年 5 月起，应急

管理部、工信部、公安部等 9部门联合在全国

范围内开展安全生产资格证书造假专项治

理；今年 7 月，最高法发布通知，要求各级法

院依法严惩安全生产资格证书涉假犯罪，推

动遏制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关口前移。一些地

方也破获、查处了多起典型案件。

强化全链条打击、强化多部门联动，监管

部门不断加大打击力度和治理强度，但一些

不法分子的操作手法和套路也在“升级”。这

对日常监管和执法提出了更大挑战，有关工

作还应有更多针对性、打击力度还须持续加

强。比如，除了对从业者“验证”和“验真”外，

是否能在“验技能”上动动脑筋，尽可能实现

“人、证、技合一”，不给“真人假证”“假人真

证”留下可乘之机。

此番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传递出一个

信号，即在接近法定最高刑适用刑罚，并加大

对犯罪分子的经济制裁力度，剥夺或者削弱

其再犯罪的经济能力，以此彰显严惩态度。

这有望实现更大力度的震慑和警示。

打击治理假证是一项艰巨、复杂、长期的

任务。眼下，除了“管证”的有关部门要不断

完善治理手段，“用证”的企业也要有践行安

全生产理念的自觉，让“用工必查证、查证必

验证、验证必官网”成为基本操作。长远看，

“持证”从业者数量不足的问题也应引起更多

重视，有更多应对。

安全生产，可以说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

块重要基石，而安全生产资格证书涉假，相当

于安全生产的一个“隐形杀手”，威胁着企业

的正常生产经营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

全。不管为了每个小家的平安，还是为了社

会这个大家庭的稳固，我们都不能允许滥竽

充数者的存在，也必须筑牢安全生产的防线。

安全生产，可以说是经济社会
发展的一块重要基石，而安全生产资
格证书涉假，相当于安全生产的一个
“隐形杀手”。不管为了每个小家的
平安，还是为了社会这个大家庭的稳
固，我们都不能允许滥竽充数者的存
在，也必须筑牢安全生产的防线。

闭门羹

图 说G

殡葬专业渐火背后，还有多少偏见待摒弃

对“网红打假”
要规范更要善用

据 12月 20日北京日报客户端报道，北京不少公园
里都配建了各类展馆，用来宣传地域特色历史文化及人
文风情。然而一些展馆建得挺漂亮，却长期不面向公众
开放，白白浪费了资源。资金短缺、管理难度大、安全评
估无进展等因素，导致这些展馆可望而不可即。

近年来，公众精神文化需求井喷式增长，“文博热”
“逛展热”不断升温。人们向往庄严厚重的国家级博物
馆，也逐渐将目光投向主题鲜明、别具一格的小众展馆。
眼下，一些小众展馆建而不用，其文化价值和社会功能将
大打折扣，是对前期投入的浪费，也浇灭了游客的参观热
情。这背后，展馆运营单位的难言之隐亟待重视，在秉持
公益性的前提下，维管成本需要有更可持续的保障渠
道。长远看，一关了之显然不是解决之道，在有关部门对
症下药、政策“输血”的同时，展馆自身也要不断增强造血
能力。只有“建好”又“用好”，让展馆大门常打开，文化资
源才能真正惠及民众。

赵春青/图 陈曦/文

戴先任

据 12月 24日澎湃新闻报道，针对近

期网络上频繁出现“网红打假”食品安全

问题的现象，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

员会公开点评称：这些事件在未经事实

调查的情况下就迅速引发舆论炒作，不

仅对企业品牌造成了严重影响，也极大

地干扰了消费者的正常认知。

近年来，“网红打假”食品安全问题

成了自媒体流量新密码，大量博主纷纷

转型打假博主，只要拿一部手机就能完

成一场让受众有深度参与感的“惩恶扬

善式打假”。一个个“惩恶扬善式打假”

视频如同一部部“现实爽剧”，满足了公

众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追求；又如同啄木

鸟，对无良商家形成一定震慑，令其有所

忌惮。一些打假博主还会为消费者提供

精准避坑的攻略，有利于提升消费者的

防范意识、维权能力。

然而，现实中一些打假博主的打假行

为，并非出于惩恶扬善的目的，而是为了

出名博取流量，有的甚至用虚假信息捏

造、歪曲事实，以“打假”为名进行敲诈勒

索。一些真假难辨的“网红打假”视频在真

相尚未查实的情况下，便引发舆论热议，

则可能令消费者被不当信息蒙蔽、裹挟。

因此，对“网红打假”不能“一棍子打

死”，而应善用之。首先，对“网红打假”暴

露出的问题，相关部门要充分重视、及时

跟进，进一步加强消费市场的监管，并善

于透过打假个案倾听消费者心声。同时，

要保护好消费者的监督权、批评权，不能

因噎废食，让短视频维权渠道保持畅通。

其次，打假人员要注意守好短视频

举报过程中的法律边界，保护商家合法

权益，如不随意泄露他人隐私，注意言论

的真实性、评价的客观性等。后续维权

也应通过正规渠道进行，如通过“12315”
热线或平台进行投诉，请消费者协会进

行调解、向法院提起诉讼等，从而避免自

身陷入维权变侵权的困境。

此外，短视频平台也要加强对“网红

打假”视频的管理，既要为网友提供正规

的网络维权渠道，又要能及时通过下架

等方式处理明显侵权的视频，同时对打

假博主多些正面引导，鼓励其多制作“干

货”帮助消费者精准“避坑”。

“网红打假”成流量密码的现象背

后，是当下消费者维权意识的日益增强、

一些地方的消费市场尚不规范的客观现

实。因此，规范“网红打假”的同时，还要

加强市场监管，切实守好食品安全红线。

胡欣红

近日，殡葬专业的话题再次登上热搜榜。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在民政职业大学 2024
级新生中，来自浙江金华的陈雪彤以 601分的

高考成绩位居第一。她选择这所今年刚升格

为职业本科高校的殡葬专业，即我国首个殡葬

职业本科专业就读，源于她和家人在网上检索

后，一致认为殡葬专业的就业前景较广。

长期以来，人们对“死”以及与“死”相关

的服务行业有较深的忌讳与偏见。随着时代

的发展，社会需要更多高素质的专业殡仪服

务人才，于是一些学校开起了殡葬专业，学生

往往一入学就被“预定”，且薪资较高，这个冷

门专业开始受到更多关注。

殡葬专业走红是社会进步的体现，但不

少人仍对这一专业存在误解。比如，有人觉

得这一专业的毕业生就是做些运尸火化之类

人人会做的杂事而已，无非是混张文凭，而相

关高校则是在趁机收钱；一些人对殡葬从业

者抱有恐惧心理，新闻报道中一位女生学殡

葬后亲戚递她红包时手都发抖……

殡葬专业，全称是现代殡仪技术与管理

专业，这一专业不仅培养从事殡葬服务的技

能人才，更重要的是传播生命文化理念，引导

全社会树立科学的生死观、重新定义和认识

殡葬行业，让群众真正实现“逝有所安”。该

专业实际教学由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组成，

理论课程包括葬礼策划、殡葬礼仪、殡葬服务

营销、殡葬民俗文化等，而实践课程则包括

遗体防腐、整容、化妆技术及殡葬设备操作

等课程。

不仅如此，殡葬专业本科与专科也存在

明显区别。从人才培养方面看，专科着重于

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强调技能；本科则

希望学生在掌握相应技术技能的基础上，能

够具备从事殡葬行业前端的研发、工程、管理

等方面工作的能力，进而推动引领行业发展。

眼下，让全社会加深对殡葬专业的了解

相对容易，改变公众观念则较为艰难，需要一

个较长的过程。一方面，要通过学校教育、媒

体宣传等途径加强相关教育，消除人们对死

亡的恐惧和避讳心理，正确看待死亡和殡葬

行业。另一方面，殡葬行业也要努力提升自

身形象，加强内部管理，提高服务水平，相关

学校更应注重培养学生对生命的尊重，尽己

所能提升行业认同。

截至今年 1 月，全国 1500 余所高职院校

中，培养殡葬行业人才的只有 9所。“小众”专

业其实关乎大民生，民政职业大学曾在全国

展开相关调研，调研中大多数殡葬服务单位

都表示“缺乏相关专业人才”，殡葬行业正面

临着较好的发展机遇。

殡葬本科渐火，一定程度体现出社会对

殡葬行业认知的逐渐转变和人才需求的增

加，而要想真正实现行业的健康发展，还需进

一步摒弃忌讳与偏见，从加强相关教育、提升

行业形象、推动政策支持等多方面发力，依然

任重而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