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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五一”，假期游异常火爆，各地接
连推出品种繁多的旅游产品，但“不合理低
价游”、导游辱骂游客、强迫购物等乱象时有
发生。为规范旅游市场秩序，文旅部日前发
布通知，要求各地扎实开展旅游市场秩序整
治，集中打击高频违法经营行为，坚决遏制

“不合理低价游”苗头和市场乱象扩散势
头。那么，除了部门监管及行业指导外，旅
游者该如何识别防范旅游市场陷阱，维护自
身合法权益呢？

警惕“不合理低价游”陷阱

何谓“不合理低价游”？根据原国家旅游
局 2015 年发布的《关于打击组织“不合理低
价游”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所谓“不合
理低价游”，是指背离价值规律，低于经营成
本，以不实价格招揽游客，以不实宣传诱导消
费，以不正当竞争扰乱市场的行为。

该《意见》明确，有以下行为之一的，可被
认定为“不合理低价”：一是旅行社的旅游产
品价格低于当地旅游部门或旅游行业协会公
布的诚信旅游指导价30%以上的；二是组团
社将业务委托给地接社履行，不向地接社支
付费用或者支付的费用低于接待和服务成本
的；三是地接社接待不支付接待和服务费用，
或者支付的费用低于接待和服务成本的旅游
团队的；四是旅行社安排导游领队为团队旅
游提供服务，要求导游领队垫付或者向导游
领队收取费用的；五是法律、法规规定的旅行
社损害旅游者合法权益的其他“不合理低价
游”行为。

每个消费者都希望获得物美价廉的旅行
体验，但有的旅行社假借不合理的低价组织
旅游活动的外壳诱骗旅游者，然后通过安排
购物或者另行付费旅游项目获取回扣等不正
当利益。根据旅游法第三十五条第一款规
定，“旅行社不得以不合理的低价组织旅游活
动，诱骗旅游者，并通过安排购物或者另行付
费旅游项目获取回扣等不正当利益”。

2021 年 6 月，文旅部旅游质量监督管理
所先后发布了多起“不合理低价游”投诉典型
案例，其中包括以“比赛奖励”为名赠送旅游、
以“政府补贴”为名组织低价游、街头揽客低
价游、通过搜索引擎网站报名参加低价游、通
过在线旅游平台报名参加低价游、团费明显
低的低价游、通过购物获利的“零团费”旅游
团、通过自费项目获利的“零团费”出境旅游
团、交押金的“零团费”旅游团、途中补收团费
的“零团费”旅游团、购买保险赠送旅游、充值
购物卡赠送旅游、通过抖音报名参加低价游、
办理会员卡赠送旅游、拍摄婚纱照赠送旅游、
酒店消费赠送旅游、双“十一”消费满额赠送
旅游、商场购物满额赠送旅游、购买饮品赠送
旅游、购买电器赠送旅游等。

法官提示
“不合理低价游”往往披着便宜、超值、天

上掉馅饼等低价“外衣”，实际却暗藏着损害
游客利益的各种陷阱。游客在选择旅游产品
时应该擦亮双眼，莫贪便宜图小利，以免上当
受骗。一旦遭遇“不合理低价游”，根据旅游
法相关规定，旅游者有权在旅游行程结束后
30日内，要求旅行社为其办理退货并先行垫
付退货货款，或者退还另行付费旅游项目的
费用。

拒绝“黑导游”变相强迫购物

导游是跟团游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导游队伍是我国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
服务水平直接影响游客的消费体验和旅游消
费市场环境。《导游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规
定，导游在执业过程中不得有擅自安排购物
活动，或者另行付费旅游项目，以殴打、弃置、
限制活动自由、恐吓、侮辱、咒骂等方式，强迫
或者变相强迫旅游者参加购物活动、另行付
费等消费项目等行为。有前述违反规定行为
的，将依据旅游法、《导游人员管理条例》的相
关规定处罚。

尽管如此，游客在旅游过程中遭遇“黑导
游”的情况仍然屡见不鲜，导游辱骂游客、欺
诈强迫购物、中途甩客的现象时有发生。以
导游强迫购物为例，除了违反上述法律规定
外，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条的规定，消
费者在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时，有权拒绝
经营者的强制交易行为。刑法第二百二十六
条还规定了强迫交易罪，即以暴力、威胁手段
强买强卖商品，强迫他人提供服务或者强迫
他人接受服务，情节严重的行为。导游以暴

力、威胁手段强迫游客消费，情节严重的，有
可能构成强迫交易罪。

法官提示
游客外出旅游时应提高防范意识，积极

了解旅游产品价格，远离“黑导游”，拒乘“黑
车”，切勿相信“零元游”等不合理低价游，以
防落入“黑导游”精心设计的骗局。同时，游
客在旅游过程中也要科学理性消费，消费时
注意留存票据，一旦发生被强迫交易的情形
时，及时向文旅、市场监督管理或者公安部门
反映。

别忽视民宿安全隐患

近年来，更接地气的民宿广受旅游者自
由行的青睐。2017年10月，原国家旅游局出
台了《旅游民宿基本要求与评价》，对旅游民
宿的住宿条件、餐饮卫生、安全保障等进行了

国家标准层面的规范。2019年，文旅部对《旅
游民宿基本要求与评价》进行修改，其中更明
确地规定了旅游民宿的定义，同时还对民宿
进行等级划分，并规定了具体的等级划分条
件和划分方法。

在现实中，民宿行业完全对标《旅游民宿
基本要求与评价》进行实际经营的商家数量
较少，民宿行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暴露了许
多问题，主要为源头信息虚假、交易公平缺
失、安全保障阙如。对于民宿行业发展中暴
露的前述问题，虽然目前在国家层面尚未出
台统一的专门调整民宿经营行为的管理规范
文件，但其实质仍然是与酒店类似的消费住
宿，因此民宿经营行为仍然受到民法典及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和规范文件的约束。
民宿经营主体无论是个人，或是取得合法经
营主体资格的法人组织，仍然受到市场监督、

消防检查、住房和城市（乡）建设等部门的行
政监管。如果民宿经营主体假借民宿名义实
施治安违法甚至犯罪行为，则会被司法机关
依法追究相关行政或者刑事责任。

以民宿的安全保障义务为例，民宿虽然
具有一定的私密性，但仍然属于面向不特定
人群的公共场所，因此负有一定的安全保障
义务。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八条的
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
馆、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
者、管理者或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
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
侵权责任。同时，从旅游消费者与民宿经营
者形成的民事平等主体之间的合同角度看，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
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造成消费者财产
损害的，应当依照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
承担修理、重作、更换、退货、补足商品数量、
退还货款和服务费用或者赔偿损失等民事
责任。

法官提示
促进民宿产业健康规范发展，必须纳入

法制化轨道，依法开办、合法运营，制定旅游
民宿法规，对城市和乡村两种形态分类管
理。构建旅游民宿发展的法治基础，是推动
旅游民宿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措施。立法和规
范性文件明确主管部门和监管责任，建立统
一的市场监管体系，加强执法监管，促进民宿
行业规范运营。同时，利用网络完善民宿的
体验评价和信用评级制度，确保市场的公开、
透明，避免虚假宣传。

消费者要加强自我保护意识，通过正规
的网络平台选择民宿。入住前，注意检查民
宿是否正规，住宿、安全、卫生、消防等条件是
否达到《旅游民宿基本要求与评价》的标准，
如发现虚假宣传，应向民宿商家要求更换。
入住后，第一时间全面检查民宿房屋内的安
全性和私密性，检查敏感位置有无安装偷拍
设备。入住结束，消费者可向民宿商家要求
开具消费发票，留存证据，以便日后维权。

本报综合消息

近日，#工作 4 年就诊了 50 次#的话题
登上微博热搜。有网友在评论区表示，对于
经常熬夜加班、久坐不起的打工人而言，实
在太难了，经常感觉浑身上下都是病，常常
腰酸背痛、头晕眼花。

由工作导致的颈椎病、颈周炎等到底算
不算职业病呢？在全国第21个职业病防治
法宣传周，记者采访了西安市中心医院职业
病中毒科副主任医师王琳。

颈椎病、肩周炎、鼠标手……
不算职业病

“颈椎病、鼠标手、跑步膝……并不是我们
法律定义里的职业病，因此也无法享受工伤带
来的赔偿。”王琳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
业病防治法》中有关条例，职业病是指企业、事
业单位和个体经济组织等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在
职业活动中，因接触粉尘、放射性物质和其他有
毒、有害因素而引起的疾病。目前，根据《职业
病分类和目录》（2013版）将职业病分为10类
132种，比如职业性尘肺病及其他呼吸系统疾
病、职业性放射性疾病、职业性化学中毒等。

“在这些疾病面前，鼠标手、颈椎病都是
‘小儿科’，不过它们可以归类为除囊括在132
种法定职业病外，与职业性相关的疾病。”王
琳列举到，比如搬运工、铸造工、长途汽车司
机，由于长期弯腰、下蹲、站立、躯干前屈等不
良工作姿势所致的腰脊痛，长期吸入刺激性
气体、粉尘而引起的慢性支气管炎。再比如
钢琴手、小提琴手过多指腕运动而发生的手
肌痉挛，以及教师、歌唱演员发生的声带结节
或长期高度精神紧张而多发的高血压和冠心
病、消化性溃疡病等等，这些也是职业健康工
作中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这些疾病的发生虽然与职业因素有
关，但也不是唯一发病因素，因此无法进入
职业病诊断程序。”王琳表示。

尘肺病是我国最常见的职业病
早期多无明显症状和体征

据《2021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

公报》统计，2021年全国共报告各类职业病
新病例15407例，其中在职业性尘肺病及其
他呼吸系统疾病 11877 例（职业性尘肺病
11809例）。

到底什么是尘肺病呢？它都有哪些临
床表现？王琳介绍，尘肺病是指在职业活动
中长期吸入生产性矿物性粉尘并在肺内潴
留而引起的以肺组织弥漫性纤维化为主的
疾病。从事金属矿山及非金属矿山开采、机
械制造、冶炼、建筑材料、筑路业、水电工等
职业工种，是职业病的高发人群。

在患上尘肺病后，主要症状是劳力性呼
吸困难、慢性咳嗽。一般来说，早期尘肺多
无明显症状和体征，或有轻微症状，往往被
患者忽视。随着病情的进展，症状逐渐加
重，主要有咳嗽、咳痰、胸痛、咯血、呼吸困难
等症状。大多数情况下，症状呈慢性发展。
后期可能出现呼吸衰竭、肺心病等，严重者
危及生命。除此之外，还会引起呼吸系统感
染、肺结核、气胸、慢阻肺、恶性肿瘤、呼吸衰
竭、慢性肺源性心脏病等并发症，后果十分
严重。因此需要引起劳动者足够重视，在工
作中做好安全防护。

普通健康体检
不同于职业健康体检

“需要提醒的是，职业健康体检是一项
针对性强的保护劳动者健康的措施。用人
单位不得轻易将职业健康体检与普通健康
体检等同，更不得用普通健康体检代替职
业健康体检。”王琳表示，对于接触有毒有
害化学物质、物理因素的劳动者，在体检时
应该前往省级及以上卫生行政部门批准的
有职业卫生服务资质的医疗机构进行，一
般是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医院(或门诊部)或
职业病防治医院，它们的设备和技术要求
比医院更严格。

“以接触粉尘的劳动者的职业健康体
检为例，劳动者会接受高仟伏胸片，而一
般体检采用的是普通胸片，普通胸片是不
能发现粉尘引起的肺部损害的，而高仟伏

胸片可以发现普通胸片正常者的肺部细
微改变。”

法定职业病有哪些？

现行我国法定职业病根据《职业病分
类和目录》分为 10 类 132 种，具体如下：职
业性尘肺病及其他呼吸系统疾病，如矽肺、
煤工尘肺等；职业性皮肤病，如接触性皮
炎、光敏性皮炎等；职业性眼病，如化学性
眼部烧伤、电光性眼炎等；职业性耳鼻喉口
腔疾病，如噪声聋、铬鼻病；职业性化学中
毒，如铅及其化合物中毒、汞及其化合物中
毒等；物理因素所致职业病，如中暑、减压
病等；职业性放射性疾病，如内照射放射
病、放射性皮肤疾病、放射性肿瘤等；职业
性传染病，如炭疽、森林脑炎等；职业性肿
瘤，如石棉所致肺癌、间皮瘤，联苯胺所致
膀胱癌等；其他职业病，如金属烟热、滑囊
炎（仅限井下工人）等。

如何预防职业病？

对于劳动者来说，应该如何预防职业病
的发生呢？

王琳提醒，需要牢记这几个关键点。首
先，认真接受用人单位的职业卫生培训，努
力学习和掌握必要的职业卫生知识。其次，
遵守职业卫生法律、法规、制度和操作规程，
以及正确使用与维护职业病危害防护设备
及个人防护用品。最后，要及时报告事故隐
患，提高自我保护意识。

怀疑得了职业病应该怎么办？

如果怀疑自己有职业病，可以到有职业
健康检查能力的医疗机构就诊，初步断定自
己所患的疾病是否与所从事的职业有关。
如果不能排除职业病，需要携带劳动者职业
史和职业病危害接触史、劳动者职业健康检
查结果、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
等资料，到用人单位所在地、本人户籍所在
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职业病诊断机构申请
职业病诊断。 本报综合消息

五一出行如何防范旅游陷阱

职业病有哪些你清楚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