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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昆明市文化和旅游局官方微博发
布了一则通报。针对网友在某短视频平台发
布反映“云南一导游暗讽游客不消费”的相关
视频，昆明市文化和旅游局经调查核实，视频
反映情况属实，已正式立案开展调查。并根
据目前调查核实的情况，拟吊销涉事导游的
导游证。

这是近三个月来，云南旅游第三次因为
“低价团”“黑导游”“强制购物”引发公众关
注。然而这些问题并非云南独有，同样的情
况照样发生在中国香港、西安等地。香港低
价团当街吃盒饭令当地居民侧目，西安黑导
游打兵马俑景区讲解员等事件引发关注……
可见，如今团队游市场依然存在许多乱象。

这些旅游乱象真的没有解吗？面对即将
到来的端午小长假和暑期长假，“套路满满的
低价团”以及“强制购物的导游”等问题是否
会再一次浮现？近期，记者实地走访多家旅
行社门店，跟行业内专家深度交流，寻求解决
之道。

低价团的秘密低价团的秘密

6月5日，有网友在网上发视频曝光，云
南旅游团一女导游让游客购物，并大放厥词
怼游客引发关注。6月6日晚，昆明市文化和
旅游局通报，针对网友的视频，调查核实，该
旅游团为北京兴悦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委托
云南奇阳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接待，导游为
马某梅，视频反映情况属实，6月5日晚已正
式立案开展调查。

昆明文旅局表示根据目前调查核实的情
况，拟对涉事导游人员马某梅吊销导游证，对
委派导游的云南奇阳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将
在进一步调查核实涉嫌违规经营行为有关证
据后严格依法处理。后续处理结果将及时公
布。

根据通报可见，组团的是北京兴悦国际
旅行社有限公司，记者查询启信宝发现，该旅
行社注册资本金为100万元，但社保人数为
零，且过去半年已经被北京市文旅局处罚三
次，其中两次违反《旅行社条例》第二十八条，
没在旅游合同载明行程、收费和购物次数等
具体事项，也没有在全国旅游监督服务平台
填报报价旅游合同有关信息。

有旅游业内人士向记者指出，这种旅行
社就是典型的低价团的组团社，靠低价吸引
游客参团，再将游客“卖给”云南的地接社，地
接社为了挣钱，就会拼命增加购物点，敦促游
客购物消费，消费者不满转头向组团社投诉，
但是合同里没有相关行程细节、购物点数量
和停留时间等，维权不易。

低价团何以出现？一方面是因为旅行社
之间的价格战。为了吸引游客，旅行社之间
猛打价格战，秉持着“你低我比你更低”的宗
旨，一些团队游的价格低破成本，甚至出现了

“0元游”的产品。
低团费让旅行社入不敷出，要想盈利就

得从别处想办法——回扣。除了景点，众多
消费场所都能为旅行社提供回扣。上海某旅
行社老板向记者透露，旅行线路中部分购物
点的回扣甚至高达50%，也就是说，每个游客
消费10000元，购物点将会给旅行社5000元
回扣。高额的回扣吸引旅行社巧立名目，在
行程中安排诸多购物点，延长游客的购物时
间，想通过游客们购物获取高额利润。久而
久之，甚至出现强制购物消费、“不买就会被
骂”的行业丑闻。

低价团为人们深恶痛绝，旅游部门过去
几十年曾多次严打过，但总是“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低价游产品能够长期存在有
其特定需求市场。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专家
贾云峰认为，价格仍然是决定旅游者是否出
行的重要因素之一，叠加旅游假期需求严重
大于供给，多种因素共同造成了低价游和地
接社乱象。

就算如今盛行品质游、高端游，但是我国
旅游市场基数最大的客源是广大从来没有出
游过，或没有很大财力和消费水平的普通老
百姓，他们对价格异常敏感，低价游产品始终
有其市场。

天津导游分会副会长林菲表示，一部分
想“少花钱多办事”的旅游者，尤其是节俭习
惯了的老人们，总是想着怎样能花钱更少，玩
得品质更好，因此选择花费少的低价团就成
为了他们心中的首选。

目前，部分正规旅行社仍然存在低价购
物团的产品。某旅行社店员告诉记者：“很便

宜的这种我可以直说，就是需要进店购物
的。”不过该店员表示，就算进店也是自愿，现
在不会强制购物。如果有强制购物的情况，
旅客可留下证据，旅行社可赔付。

导游背锅导游背锅？？

在低价团强制消费过程中，导游往往是
最重要也最受抨击的角色。有的导游为何会
诱导游客“强制消费”？导游们何以连连喊
冤？这不得不先从导游的收入构成来谈。

“一般在旅行社专职的导游收入构成基
本是月基本工资、带团补助、团内导游佣金及
小费组成（旅游法中导游不可以索要小费）。
而兼职导游和自由执业导游的收入构成基本
是带团补助、团内导游佣金及小费组成。”林
菲向记者解释道，“在天津这样的地区，导游
的基本工资根据旅行社的规模不等，大致在
2000元—4000元左右；专职导游的带团补助
是100元—300元每天，兼职导游的带团补助
则在300元—1000元/天。”

林菲补充道，目前，导游的收入主要依赖

于带团补助和佣金，对于没有基本工资的兼
职导游和自由执业导游来说更甚。某旅行社
店员向记者诉苦道：“因为本身收费就很低，
（导游）必须得从其他渠道把这些钱挣回来，
要不然也没法生存。”也就是说，团队游中游
客们的购物消费数额，直接影响导游佣金多
少，与导游的收入挂钩。

有些导游为获佣金又担心游客投诉，大
打“擦边球”。某旅行社店员透露：“有的导游
特别厉害，有他自己的方法，就是打感情牌。
说得您不好意思不买了，让你没办法拒绝，然
后去花钱。”

不少正规导游对此非常反感。“这个行业
长久以来的负面声音，给导游的声誉造成了
极大的影响。”云南导游张琼表示，“身边很多
朋友亲戚都会偷偷问我每个团能吃多少回
扣。”在她看来，其实导游是非常考验专业性
的职业，是有职业化路径可循的。导游们并
不愿意陷入“强制购物”的漩涡。

“由于低价团的存在，我们总会听到一些
导游强制购物的负面新闻，其实作为曾经接

待过购物团的导游来说，我觉得导游也很无
奈，都是为了自己的生活，毕竟没有能力接到
为数不多又要求较高的高标团。”林菲表示，

“如果没有导游的职业尊严，就没有品质旅游
的未来。”他认为，导游等旅游企业从业人员
基本的劳动报酬要保证，要给予适当的激励，
同时也要对其提出相应的要求，“这就要求我
们的政府也要进一步规范旅游市场秩序，聚
焦不合理低价游，让其无处遁形从而退出市
场。”

解决乱象需要一盘棋解决乱象需要一盘棋

过去这些年，各级政府和旅游行业都曾
采取一系列的举措整治团队游乱象。但有部
分行业专家质疑，这些举措处罚力度还是不
够大，不足以起到警示作用。

除了法律法规和政府部门的努力，市场
端也不断自我升级技术解决方案。最近携程
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思路。5月31日，携程向
业界率先推出团队游服务SOP——携程自营
服务SOP，将行前、行中、行后整个履约过程
拆成了70个细分环节，并为每一环制定服务
标准；此外，携程还首发“旅行足迹”系统，通
过给导游配备电子工牌，规范导游在接送、景
区讲解、酒店、用餐等各类服务场景，运用“旅
行足迹”系统打卡留痕，使“参差不齐”的导游
工作变得流程化，也可使旅行社及平台随时
了解团队实时位置及状态；同时系统监测出
突发问题，会随时提醒导游及一线工作人员
进行纠正，快速解决行中游客问题，实现服务
闭环式效应。

其实团队游并非人们想象的冷清，尤其
是在年轻人市场。有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年
轻群体报名团队游的趋势上涨。3月以来，
18 岁—30 岁的年轻群体团队游预订占比近
35%；此外18岁—30岁年轻人下单量同比增
长813%，较2019年疫前上涨71%。

随着旅游市场的全面恢复，不管是国内
游还是出境游，团队游的数量正大幅增长。
马上到来的端午小长假和暑期长假，将是检
验团队游市场乱象的“试金石”。届时，团队
游乱象还会再引争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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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解决低价团市场乱象问题

近日，“剩菜盲盒”在部分城市悄然兴
起。原价100多元的寿司、30多元的中式面
点熟食、20多元的咖啡等，均可以原价的1/3
甚至1/4买到，这吸引了不少年轻人“蹲点”
抢购。

消费者 定多个闹钟抢定多个闹钟抢““剩菜剩菜””

“17.9元能买到门店总价40多元的3个
不同种类的面包，我饭量比较小，每天早餐
一个面包加牛奶，相当于用十多元钱解决了
三顿早餐。”身在北京的橙子（化名）对记者
表示，自己尝试在小程序上抢购“剩菜盲盒”
没多久，但已经有些迷上这种类似买彩票的
惊喜感。

“我会在小程序里设置好‘订阅’按钮并
提前 1 分钟等着，店铺上新了就开抢，具体
买到什么取货的那一刻才知道。”橙子说。
她表示，根据自己的购买经历，这些微信小
程序上的“剩菜盲盒”并不是真正的剩菜剩
饭，而是商店打烊前未售完的食物，商家根
据剩余情况随机搭配出售给消费者。

记者在一款小程序上随机选择了一家
店铺，以 19.9 元的价格购买了一份寿司盲
盒，支付后订单显示取货时间为当天晚上9
点至10点。页面还附有提示：下单后10分
钟可取消订单。

记者注意到，中午 11∶30 左右，这家店
铺39.9元的套餐仅剩1份，19.9元的套餐仅
剩3份。当晚到店出示取餐码后，记者拿到
3盒寿司，原标价分别为29元、15元、9.9元，
共计53.9元。

“手速慢了可能秒没，我会提前研究每
家店更新库存的时间。”在四川工作的周小
姐对记者表示，为了抢到心仪店铺的“剩菜
盲盒”，她一天会定2到3个不同时间段的闹
钟。“我经常去的那家轻食店最近的‘盲盒’
中午11∶40左右就被抢完了，比较喜欢的一
家面包店一般下午 2 点更新库存。”周小姐
翻了翻自己手机中的闹钟备注说。

商家商家 卖卖11单亏单亏1010元元

“目前参与这项活动的商家并不多。”
北京西直门附近一家连锁寿司店的店长对
记者表示，卖 1 单“剩菜盲盒”至少亏损 10
元。

该店长表示，除了“剩菜盲盒”的活动，
店里每晚也会不定时推出优惠活动，一般周
一至周四晚8∶40左右会开始买一赠一，3盒
以上 5 折优惠。“这种到店促销开始的时间
会比‘盲盒’规定的取货时间早，而且效果也
不错。‘盲盒’产品由于亏损更多，我们每天
会控制产品数量，不同的产品组合一天总共
只会上架七八个。”

北京海淀区的一家烘焙连锁店店员也
表示，会根据当天上货以及售卖的情况决定
当天推出“盲盒”的数量，平均每天上架3至
4个盲盒产品，并标注好价格区间。但具体
产品由店里配好，消费者不能自选，且优先
配备更临近保质期的产品。

记者注意到，“剩菜盲盒”产品目前主要
在一线和新一线城市上线，且入驻商铺有
限，各个城市上线这类产品的多为成立不久
的小微企业。其中，“惜食魔法袋”覆盖的城
市较多，包括北京、上海、重庆、南京、昆山
等，“米粒盒子”和“八点以后”则主打成都地
区，“趣小袋”主打上海地区。据天眼查
APP，这几家小程序所属的公司，最早的一
家成立于 2019 年，注册资本最多的一家为
500万元。

专家 有一定的食品安全风险有一定的食品安全风险

目前，消费者对“剩菜盲盒”持有不同
看法。有网友表示，这种方式帮助商家避
免了食物浪费，同时让消费者得到优惠，是
一件双赢的好事；也有网友表示，每家店的

“剩菜盲盒”质量良莠不齐，有的店产品物
超所值，有的店产品数量和质量均无法保
障。

广东省食品安全保障促进会副会长、食
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对记者表示，部分“面
包盲盒”和“剩菜盲盒”使用的是临期食品，
可能某些食品的细菌数量不好把控，因此有
一定食品安全风险。

“此外，在销售过程中，食品的储存环境
是常温还是低温？销售时间段有多长，是否
会超期销售？这些都让盲盒食品有着诸多
不确定因素。”朱丹蓬说。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目前已施行 2 年有
余。今年3月以来，各地市场监管系统启动
为期 3 个月的制止餐饮浪费专项行动。其
间，各地餐饮企业积极参与，全力遏制餐饮
浪费。如此看来，“剩菜盲盒”的兴起，确实
踩上了“反浪费”的风口。

“不是所有的食品都适合以‘盲盒’形式
出售。比如面食、快餐等，很容易因储存、包
装、标注不当引发质量问题。”艾媒咨询集团
CEO兼首席分析师张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表示，“剩菜盲盒”作为解决临期食品的促销
活动，对减少食品浪费，不失为一种有益的
尝试，但其一切的前提应在食品安全的规制
内。

低价的“剩菜盲盒”，你会买吗？
本报综合消息

17.9元解决三顿饭 你愿意为“剩菜盲盒”买单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