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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个菜1500块，6根面条20元

1月25日，有游客发布视频并配文称：被一出租车司
机带去北海“侨港渔村美食”饭店用餐，点了油螺辣炒、龙
趸石斑、马蹄螺和贵妃螺辣炒4个菜，花了1500块。“我们
那么相信那个司机大哥，不仅钱被骗了，信任感也被骗
了”。28日，北海市场监管局在回应中提到，该店海鲜池内
的海鲜产品全部明码标价，消费者所点的四道海鲜在菜单
上的价格与海鲜池标注价格一致；定价基本符合春节期间
海鲜餐饮消费价格。

但该店家存在支付出租车司机回扣招揽客人、未与消费
者充分沟通即匆忙配菜下单、部分海鲜经烹饪后分量略少等
问题，北海市市场监管局等相关部门已责令该店家停业整顿、
限期整改并立案处罚。对于这个回应，有不买账的网友质疑：
该店虽明码标价，但定价太高，加上出租车司机的误导消费，
是明显的“宰客”行为。

游客感觉被宰的事件还发生在西安。1月25日，一段游
客投诉西安回民街某面馆6根面条卖20元的视频上了热搜。
视频中，这名游客正用筷子拨弄着面条，并不满地说道，“这是
20块钱的油泼面，连大带小只有6根面。”1月26日，事发辖区
市场监管所工作人员称，面条确实分量不足，已督促面馆整
改，油泼面增加50%的分量，价格明码标价，同时提升服务人
员的服务质量。还有消费者表示，在西安华清宫外的“天下第
一面”，点了一碗烩菜，上菜后发现这道58元的菜品内压根没
有肉，像是一碗“白菜汤”。西安市场监管部门表示，目前正在
调查处理此事。

服务业在春节涨价合理吗？

事实上，“逢节必涨”并不局限于餐饮行业，也出现在酒店
住宿、美容美发、家政洗车等服务业。客观上来说，服务业在春
节期间涨价，是市场价值规律调节的结果，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孔磊表示，从经济学角度讲，供求关系决定价格。春节期
间，一些热门城市、热门景点游客井喷，这些城市和景点周
边，用餐和住宿的需求大幅增加，处于卖方市场，价格必然会
上涨。

此外，不少服务业从业者选择在春节返乡回家，这也导
致用工成本增加。餐饮行业人士秦伟告诉记者，以餐饮业为
例，从过去多年的经验看，春节前后，用工成本上升、阶段性
用工短缺等已经成了常态。尽管大多餐馆为了能留住员工，
开出金额不菲的奖励，但大量员工依然选择回家过年。

云海肴发布的寒假工招募显示，日薪为150元/天，并给
出了春节三薪、免费提供工作餐和员工公寓的待遇。即便

涨价有一定的特殊性，但必须正视的是，不
少市民对消费市场涨价乱象感到心塞，这

也意味着涨价不可任意而为。孔磊指

出，对于服务业来说，涨不涨、涨多少，最理想的情况还是应该
交给市场，但不能盲目交给市场，尤其是春节期间。“在明显供
不应求的情形下，消费者无法经由行使消费选择权对不合理
涨价发挥抑制作用。因此，政府部门应当出面干预，加强监
管，引导市场主体诚信经营。”

如何打破“逢节必涨”怪圈

在孔磊看来，解决“逢节必涨”的怪圈，需要监管部门和市
场主体双管齐下。

一方面，监管部门应加大监管力度，对不明码标价、坐地
起价、串通涨价、虚假宣传等违法违规行为从重从快查处，切
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避免个别不良商家损害城市
的形象。

在国新办1月19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市场监管总局价格
监督检查和反不正当竞争局负责人陈志江就指出，要密切关
注酒店、旅游、餐饮行业消费情况，规范景区、餐饮、住宿、娱
乐、购物、停车等环节价格秩序。正确区分价格恢复性上涨和
乱涨价问题，指导经营者明码标价、收费公示。1月27日，三
亚市海鲜餐饮协会就发起倡议，除政府实行限价的78种常规
海产品外，其他各类海产品要合理计算成本，控制加价率，建
议各餐饮商家针对各类珍稀海产品平均加价率控制在50%以
内。三亚市海鲜餐饮协会秘书长汪裴表示，目前三亚海鲜市
场加价率基本在50%以内，不过今年春节当地也出现了个别
商家加价率超出50%的情况。据汪裴介绍，近年来，三亚针对
海鲜餐饮市场实施分级管理。其中78种常规海产品，主要依
据政府指导价格：三星级店家依据政府指导价格，四星级店家
可自主上调10%价格，五星级店家可以自主定价，“这些商家
加价率也是控制在50%以内”，珍稀海鲜店家可以自主定价，
但必须明码标价。

另一方面，市场主体也需要认识到，节假日适当涨价可
以，但不能任性而为。孔磊表示，服务行业内部要提高共识，
一时的“宰客”是无法发家致富的，弄砸了口碑，倒霉的是当地
的整个服务行业。此外，在涨价的同时还要做好服务，不要让
消费者在浓烈的节日气氛中，花了钱还寒了心。

在孔磊看来，在“4个菜1500元”事件中，虽然北海市场监
管部门的通报显示商家做到了明码标价，价格也属于合理区
间，但服务依旧有优化提升的空间。“对于海鲜餐馆这种现杀
现做的餐饮业态，明码标价通常指的是单品单价，而不是菜品
最终的出品价格，尤其对于海鲜并不了解的消费者，往往对最
终的价格没有概念。因此，商家应该对消费者给予更多建议，
避免最终超出消费心理预期。”

春节涨价，不仅关乎眼前的小账，更关乎长远的大账。“疫
情后，消费迎来回补，但消费信心的恢复仍然需要一个过程，
现阶段大幅涨价无疑会伤害消费者的积极性，肯定不利于行
业长远发展。”孔磊说。

“4个菜1500块”“司机载
客变宰客”“皇帝蟹988一斤”
“20块钱6根面条”……春节

假期即将结束，各地景区的天价餐食
和套路登上了热搜。网友根据春节
“宰客”事件，盘点出一个“避宰”攻
略：“北海不点菜、西安不吃面、杭州
不理发、三亚不租车………”。

每逢传统节日，特别是春节，与
百姓生活休戚相关的商品，如交通、
旅游等产品，尤其是餐饮，“涨”字总
能触动消费者。为何“逢节必涨”？
这一怪圈又该如何破？

网友盘点春节“避宰”攻略
北海不点菜、西安不吃面、
杭州不理发、三亚不租车………

逢节必涨!
怪圈咋破？

外出旅游如何防止被“宰”，北
海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在微博
发布“攻略”，给出如下建议：

新闻延伸

外出旅游如何防止被“宰”

不要轻易相信拉客司机及街边拉
客仔的就餐推荐

2

餐前对不明示、不清楚的收费、计
量、促销等问题，要多留意多问

3

保留消费凭证，遇到不合理收费，
要求商家在发票单据上注明收费
项目，否则有权拒付

4

搜集有效证据，有必要时可借助照
片、录音或摄录工具保留现场收费
的证据

5

有消费争议时，及时向工商、旅游
等相关部门投诉

6

出行前要上网浏览目的地相关网
络，做好相关的出行计划

1

在刚刚过去的春节长假中，多地景区因存在宰客现象引发关注。这个
春节，旅游市场处在复苏阶段。一些景区商家急于大赚一笔，竟把游客当

“韭菜”。旅游旺季伴随着宰客，似乎已经成了行业痼疾，各地也都有针对性
执法。但兹事体大，如今已不能单纯用执法的视角去看待，理应上升到维护
城市形象、旅游品牌的高度严肃对待。

经历艰难的三年疫情后，人们的旅游热情、消费信心并没有消退，刚刚
结束的春节“黄金周”，旅游市场收入已经恢复至2019年同期7成，甚至为
2023年全国经济复苏开了好头。对于旅游城市来说，都曾遭受过疫情的严
重冲击，更应珍惜如今这来之不易的良好局面，别让个别宰客事件，吓退各
方游客。毕竟，宰客容易，收拾烂摊子却很难。旅游城市长远发展，必须依
靠游客树立好的口碑。在当前社会，旅游早已不是一次性消费，而是不少人
的日常生活方式，尤其是社交媒体时代，口碑的影响越来越明显。

说到底，把旅游“报复性消费”当成“报复性宰客”机会的商家，收获的是
“一锤子买卖”，影响的却是人们的消费信心和当地的旅游口碑。针对旅游
宰客现象，除了建立日常规范，严厉处置极端事件，并公开问责，或许是执法
者的不二之选。 据中国新闻周刊等

新闻评论 别让“宰客”伤害旅游市场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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