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段时间以来，人们的出游热情持续高
涨，一些新兴目的地旅游市场快速崛起，美
食、文创带动各地不断“出圈”。多家旅游平
台的预订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出游人
数有望创历史新高。

然而，旅游繁荣背后也暗藏乱象：低价
游产生大量纠纷、跟团游货不对板。近年
来，不合理低价游一直是旅游管理部门重拳
整治的对象，但旅游市场上不合理低价游仍
屡禁不止。不合理低价游都有哪些坑？如
何根治这一乱象？记者近日进行了调查采
访。

低价团实为购物游低价团实为购物游 实际花销远超团费实际花销远超团费

“原价五天四晚1000元一人，现预订报
名享受文旅半价出游补贴，两人同行一人免
单，优惠后的价格为双人 5 天 4 晚 1000 元，
贵阳24小时全天候接飞机/高铁/火车，包含
费用明细：景区门票、酒店、用餐、24小时接
送站、保险、导游、旅游用车，全部包含在
内。”

杨先生今年 4 月初在手机上刷到这条
广告时，瞬间被吸引，当即和好友一起报了
名。

到达目的地后，旅游大巴车停在集合地
点，杨先生和其他游客陆续上车。刚坐下，
导游让每人交100元保险费，说是目的地景
区强制规定交纳。“如果有一名游客不交，大
巴车就不开。”无奈之下，杨先生和好友交了
200元保险费，“但直到旅程结束，我们也没
看到保险单”。

大巴车到达第一个景区后，导游又让游
客每人交140元，说是景区内部的电瓶车等
交通费用……

杨先生向记者回忆说，在接下来的4天
里，导游每天都带着游客去购物店，导游还
带游客去听了一个两小时的购物讲座，介绍
如何辨别真假翡翠等，不听完不让走“在导
游的推荐下，有游客花费七八千元购买商
品，但后来发现，导游带我们去的购物商店
竟然是已经被曝光过的假玉器店、假药材
店。”杨先生说。

记者注意到，类似的低价游宣传广告在
网络直播间并不少见。

港珠澳7日游499元、韶山桂林6天5晚
游399元……劲爆的价格，再加上“纯玩”等
醒目字眼，各种低价游让人心动，但记者调

查发现，即便是在显著位置标明“纯玩团”
“无购物”等字样，最终都会出现保险费、景
区交通费等收费项目，以及大量购物环节，
游客的花销往往远超团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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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关注旅游市场乱象的某平台博主
“辉哥团游记”（以下简称辉哥）参与过各种
不合理低价游。他分析说，不合理低价游的
逻辑不是让每个人都能出行旅游，而是通过
连哄带骗让参团的游客不断花钱。

辉哥透露，不合理低价团，有一部分是
KB团（“keep back”，意味着返利，也称作赌
团），游客报名参加的只是组团社，最后由哪
个地接社接待并不一定。

“从名字上就能看出来，旅游企业的盈
利点不在提供旅游服务本身，而是在旅游过
程中的进店和二次消费提供的返利，组团社
吸引游客参团，然后再把游客转给地接社，
根据地域消费能力进行划分，由组团社制定
售价。”辉哥说，比如组团社的一个旅游产
品，卖每人 1000 元，交给地接社后，地接社
返给组团社 2000 元，这时组团社盈利 3000
元。

辉哥说，地接社的亏损，包括交通费、房
费、门票费等费用，需要靠大量的购物返利
和高价自费项目返利弥补；并且导游的收入
也基本上靠游客购物的提点，两两叠加导致
很多游客遇到坑得离谱的购物体验。

还有一种不合理低价游叫擦边团，也叫
普通KB团，就是地接社以成本价或比成本
稍低的价格接待游客，比如地接社5天4晚
游成本是每人 1500 元，组团社售价是每人
1600 元，地接社给组团社每人 600 元的利
润，则地接社每人亏500元接待。这样的行
程也需要游客购物和体验自费项目盈利，因
为地接社的压力较小，一般不会强制要求游
客购物，但吃住玩的体验也不会太好。

不合理低价游存在多年，为何难以根
治？

多位旅游博主认为，一方面，不合理低
价游涉及的旅游主体多，游客维权困难；另
一方面，即便维权成功，组团社或地接社受
到处罚，违法成本也非常低。

在中国科学院地理资源所旅游研究与
规划设计中心总工程师齐晓波看来，各级文
旅行政主管部门虽然对违规旅行社进行了

整顿和治理，但行业灰色利益链一直存在，
只要不斩断这条利益链，低价游乱象就不会
消失。

平台负起监管责任平台负起监管责任 大幅提高违法成本大幅提高违法成本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北
京市律师协会文化与旅游专业委员会副主
任马丽红介绍说，对于不合理低价游，国家
层面已有法律规范进行规制。

旅游法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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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社组织、接待旅游者，不得
指定具体购物场所，不得安排另行付费旅游
项目。但是，经双方协商一致或者旅游者要
求，且不影响其他旅游者行程安排的除外。

对于本地生活平台、短视频平台上存在
大量疑似不合理低价游商品宣传，平台是否
应负起相关责任？

在监管责任方面，本地生活平台、短视频
平台对自己发布的信息存在监管责任。平台
应当建立起完善的审核机制，对旅行社提交
的低价游商品进行严格的筛选和评估，确保
其价格合理、服务内容真实可靠，避免虚假宣
传和误导消费者。平台还应当积极制定并执
行严格的规定和标准，对违反规定的旅行社
进行处罚，包括下架商品、限制推广，甚至终
止合作等。同时，平台还应该建立投诉举报
机制，及时处理和解决消费者的投诉。

如何才能根治不合理低价游乱象？
齐晓波建议，必须加大对此类违法行为

的惩治力度，只有犯错成本足够高，才能起
到震慑作用。比如一经发现或投诉证实就
进行顶格处罚、停业整顿，并且处理及时、问
题不过夜。

马丽红说，不合理低价游违背了诚信原
则，破坏了市场秩序，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
应予纠正。要通过各种方式提示消费者，不
要贪图便宜报名参加不正规的旅行社组织
的活动。低价游本质上是一种心理博弈，消
费者作为弱势群体，通常都是输家，即便没
有消费，也会浪费宝贵时间与旅行社拉扯，
影响出游心情。消费者出游应改变单纯比
价理念，理性消费，尽量选择正规旅行社，核
查其资质，签订正式合同，仔细阅读行程安
排，避免落入低价游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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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管用！公园20分钟理论爆火

不合理低价游为何禁不住不合理低价游为何禁不住

听说过“公园 20 分钟理论”吗？这个春
天，这种自我放松的方式在社交平台上火了，
频频登上热搜。什么是“公园20分钟理论”
呢？有研究表示，每天在户外待上一小段时
间，能够让人更加快乐，即便是不做运动，只
是每天到公园待上 20 分钟，也能让状态更
好。不少朋友亲身体验过之后纷纷在社交软
件上发帖表示“是真的”。

其实爆火的“公园 20 分钟理论”就是来
源于国外的研究，这也正说明，关于与大自然
联结，从中充电和找回自己这件事，世界各地
的人们感受竟如此一致。

“公园20分钟理论”经研究确认

良好的环境对人的心理有明显的改善作
用，也会作用于身体，让人全身舒坦，能量十
足。从这个角度来说，城市中的绿色空间，如
公园、花园和其他覆盖着自然植被的公共区
域等，都是这样的良好环境，为人们提供了暂
时远离喧嚣、亲近自然的空间。但是，只需在
公园中待上20分钟，什么都不做就能让人快
乐起来，这是真的吗？

“公园 20 分钟理论”不只是纯粹的主观
感受传递，还经过了心理学和生理、生物化学
研究确认。

2020年，美国亚拉巴马州大学的研究人
员在伯明翰市3个城市公园中招募了98名成
年游客，想调查人们在公园游玩前后的心理
变化。研究结果显示，游客在游览公园后的
心理健康水平有显著改善，其中包括情绪状
态和生活满意度。然而，由于这项研究没有
生理、生物化学等内容来证明，被业界质疑科
学证据不充分。

2023 年这个研究团队进行了第二次研
究，主要从生理和生物化学方面来验证“公园
20分钟理论”。除了问卷调查，研究人员还选
择了更多城市公园作为研究场地，包括一些
大小不同、设施各异的公园，以确保研究结果
更具代表性。同时，对参与者进行生理和生
化指标的检测，主要是收集参与者的唾液样
本，检测其体内代表压力指标的激素——皮
质醇和脱氢表雄酮的浓度。

结果显示，有76.7%参与研究的游客表示
逛公园后提升了他们的快乐感，心理健康水
平的评分从进公园前的平均35.82分升至逛
公园后的39.18分，说明主观心理感受的确得
到了显著改善。更为重要的是，有78.3%的游
客在逛公园后皮质醇水平显著下降，表明压
力得到了有效缓解，同时，脱氢表雄酮浓度的
下降幅度也大于自然状态下的下降幅度，平
均降幅为27%。

研究人员得出最终结论：只要逛公园达
到21.8分钟以上，就可以检测到人体皮质醇
水平降低，这些激素水平的降低缓解了压
力。由此，无论是心理感受还是生理、生化指
标都证明了逛公园对人身心健康的积极影
响。那些每天在本地公园待 20 分钟的人更
快乐，情绪也更高涨。“总体而言，我们发现公
园游客在参观公园后情绪状况有所改善，我
们并没有发现体育活动与改善情绪有关，反
而发现花在公园里的时间和改善情绪有关。”
首席研究员在接受采访时说道。

“大疲惫时代”下的“解压神器”

今年3月，《时代周刊》中提到，我们正处
于“大疲惫时代”“我们知道自己很累，从日常
生活的选择中就不难看出来这种疲惫：没精
力做晚饭只好点外卖、试图居家工作来避免
两小时通勤、因工作繁忙而极少参加社交活
动、完全把兴趣爱好放在一边……诸如此类
的例子数不胜数”。

在国外，疫情结束后，公司希望可以恢复
办公室办公，而员工则更倾向于“居家办公”，
但又无法违背老板的意愿，就出现了所谓的

“安静离职”，指的是只完成自己分内的工作，
拒绝加班，又或者来公司只是为“咖啡打卡”，
即一早来公司露个脸打个卡，然后就去茶水
间喝杯咖啡，和同事唠会儿家常，接着就悄悄
溜回家远程办公。

除了试图用工作“摆烂”来减压，人们也
尝试从自然中汲取力量。早在1982年，日本
就开始推崇“森林浴”疗法，它并不是真正的
沐浴，而是指人们走进森林，亲近自然，感受
自然，从而达到放松减压的效果。当时日本
刚经历完技术革命，快节奏的都市生活给日
本居民带来身心挑战，而在森林中慢悠悠地
散步，呼吸新鲜空气，则可以让他们得到片刻

喘息的机会。该疗法一经提出便受到了许多
国家的欢迎。

面对繁琐的日常生活，年轻人们拥有了
适合自己的充电方式，重新关注起了自然，试
图寻找内心与外部世界的连接。

““公园建设公园建设””成提高生活质量的成提高生活质量的““自然药丸自然药丸””

许多国家也早已发现城市绿地的重要
性，把公园建设作为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的关
键措施之一，为人们开出缓解压力的“自然药
丸”。

所以说，“公园 20 分钟”这个理论虽然
起源于学术界，但它的影响力早已跨越了国

界。世界各地，都有着类似的观念。比如纽
约的中央公园，不仅是城市绿肺，也是纽约
客们逃离喧嚣、回归宁静的首选地；新加坡
的花园城市，居民们在任何地方都能找到一
片绿色；还有哥本哈根的自行车道，穿梭在
城市公园之间，是丹麦人享受自然的独特方
式。

以下详细介绍两个著名的城市公园，看
看他们是怎么治愈城市的居民们的。

1.英国海德公园。海德公园位于伦敦市
中心，因这块土地面积约为1个海德（合0.24
平方千米到0.49平方千米）而得名。在18世
纪以前，这里曾是英国皇室的狩鹿场。1851

年英国在海德公园里举办了万国工业博览
会，自此之后，海德公园便成了伦敦居民休闲
散步的好去处。

许多游客前往海德公园的第一站就是去
看位于公园西南部的戴安娜王妃纪念喷泉。
水从圆形喷泉中柔和地倾泻而下，沿着两个
方向流淌，整个设计优雅而平和，如同镶嵌在
公园的项链。

位于海德公园东北角的演讲角也不容错
过，自19世纪以来，每个周日都有人到这里
来发表演说，除了“不准攻击英国王室”和“不
准对任何人进行人身攻击”之外，谈论什么都
可以。正如一位生活在伦敦的博主“An”在
她的博客中提到的那样，“这里没有真理，只
有观点”。

每年的4月到10月，你还可以租一艘划
艇或脚踏船，慵懒夏日，泛舟湖上，也是美事
一桩。

2.日本上野公园。春天正是观樱的好时
节，位于东京的上野公园就是赏樱不可错过
的去处，每年春季上野公园都会吸引超过200
万人前来观赏樱花，园内1200株樱花树在春
天竞相开放，让游客置身粉色花海。等到太
阳落山，公园还会点亮灯笼，夜晚的樱花，在
柔和灯光的照耀下展现出别样的美。每年，
公园内都会举办“上野樱花祭”活动，居民喜
欢带着野餐垫，坐在樱花树下，喝酒赏花聊
天，好不惬意。

等到“绯红的轻云”飘散，夏日来临，园内
不忍池中的荷花便会相继盛开，不忍池分为
被莲花覆盖的莲花池、可划船的泛船池以及
饲养鸬鹚等鸟类的鹈之池。春日赏樱，夏日
泛舟，秋日漫步，冬日观鸟，四季之美，在上野
公园皆能一一体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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