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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路多、花费高、体验差

谁来釜底抽薪“宰客”这条“灰色链”？
套路多、花费高、体验差

谁来釜底抽薪“宰客”这条“灰色链”？

向 12345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反映问

题，真的能解决吗？

厦门市鹭江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

人员表示，自己个人也曾向 12345 反映，

得到的回复是“把情况转给相关部门阅

知”，再没有任何反馈。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认为，厦

门相关部门应切实解决不合法的经营

问题，向游客释放更多的善意。

目前，厦门市成立鼓浪屿旅游市场

秩序专项整治联合工作组，开展调查：

▶对鼓浪屿五家涉事单位（3 家餐

饮店、1 家珍珠店、1 家茶叶店）责令停业

整顿；

▶对涉事两家旅行社门市部责令

停业整顿；

▶涉事一名导游暂扣导游证；

▶注销相关违法违规驾驶员岗位

服务证，并举一反三，对媒体曝光的行

业开展拉网式排查。

当地表示，接下来将强化市旅游产

业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执法机制，进一

步充实人员力量，对重点区域、景点、购

物店等加强加密常态化巡查，强化联查

联管联治。

交通、交警部门牵头全面排查出租

车运营行为，坚决查处驾驶员揽客诱导

消费、收取回扣等违法违规行为，一经

查实一律注销岗位服务证；对轮渡码

头、邮轮中心厦鼓码头等交通枢纽，以

及植物园等主要景区景点周边实行出

租车即停即走。

市场监管部门依法严厉打击假冒

伪劣、以次充好等各类违法违规行为。

在鼓浪屿景区，严禁导游安排游客

到特定购物消费场所，从中非法牟利。

除轮渡公司所属码头售票处、“屿见厦

门”售票平台两个正规销售渠道外，严

禁任何单位或个人以任何形式销售鼓

浪屿船票，一经查实将依法严厉处罚。

上网一搜，游客吐槽投诉鼓浪屿被骗帖

文不在少数；仔细一查，执法部门惩处黑心

司机、导游、商家消息屡见报端；码头一看，

出租司机假热情真忽悠现象依然如故。

鼓浪屿旅游乱象持续收割着一波又一

波游客，蚕食着大家对厦门的美好想象。隐

蔽交错、根深蒂固的“灰色产业链”，俨然成

了鼓浪屿的“牛皮癣”，不仅影响旅游品质，

也严重损害鼓浪屿的口碑。

近日，中央电视台总台记者对福建厦门

鼓浪屿旅游“宰客”乱象进行了追踪报道。

经过蹲点暗访，记者发现，从被出

租司机拉到旅行社经营的散客中心购

买高价套票，再到导游、商家联手诱导

消费，环环相扣，已经形成一条完整的

“灰色产业链”。

针对乱象，记者以游客身份，多次

向厦门市交通运输、市场监管、鼓浪屿

管委会、文旅等多个部门反映，均未能

得到有效解决。

厦门市鹭江市场监管所和出租车

公司工作人员表示，如遇消费不满意和

诱导消费的情况，会对涉事司机进行停岗

处理，并在权限范围内为游客协调退费。

监管部门并未彻底有效调查，而

是用“以罚代管”的方式进行退费处

理。记者提出，出租司机在这条“灰色

产业链”中扮演重要一环，在码头等地

趴活儿现象普遍，希望监管部门彻查，

并作出答复。截至发稿前，记者依旧

没有接到厦门市交通运输局的答复。

除了退费处理外，各部门工作人

员均明确表示，他们仅限于在各自职

责范围内开展调查与处理。截至目

前，也尚未有统一负责统筹协调的单

位来专门应对此类事件。

〇厦门市鹭江市场监督管理所：

我们管不到景区的门票定价，也管不

了出租车司机的行为。

〇厦门市鼓浪屿-万石山风景名

胜区管理委员会：我们只是一个管委

会，要分散到各个部门去查。

〇厦门市鼓浪屿市场监督管理

所：如果有导游回扣这方面的线索，就

集中向市场监督部门反映。

〇厦门文旅旅游服务热线：您可

以拨打 12345 市长热线，把遇到的情况

以及诉求告知接线人。厦鼓码头等交

通枢纽，以及植物园等主要景区景点

周边实行出租车即停即走。

环环相扣，宰客现象已成产业链

◆环节一：出租车司机诱导游客

购买高价套票

在厦门轮渡码头路边，记者看到停

着很长一排出租车，一旦有外地游客出

现，司机们便迅速上前搭话。有司机

“建议”不要在手机上订船票，因为“有

时间限制，旅行社散客中心销售的套票

不限时”。

出租司机所说的旅行社散客中心

售卖的 168 元套票，包含一张 35 元往返

鼓浪屿的船票和一张 88 元的岛上私人

景点门票。当地一名旅行社从业人员

私下告诉记者，套票票面价格和实际价

格相差很大，168 元里有近 100 元的利

润。

实际上，游客在码头和官方网络渠

道都能买到鼓浪屿船票，最低仅需 35

元，并不存在限时等情况。

那么，出租车司机为何建议游客买

高价套票呢？有出租车司机表示，因为

旅行社会给他们“10 元或 20 元的喝茶

费”作为提成。

游客被忽悠到散客中心后，哪怕怀

疑“被套路”，往往也会因为信息不对等

或时间原因，最终不得不接受购买高价

套票。

◆环节二：导游商家联手诱导游

客消费

为了揭开更多内幕，调查记者也购

买了 168 元的鼓浪屿套票。上岛后，发

现导游基本不对鼓浪屿的人文历史进

行讲解，而是不断地带游客进店消费。

除了套票里包含的私人景点外，导

游还带游客进茶社进行茶叶推销，团内

很多游客都觉得自己“被宰了”。

导游为何如此积极地推销？记者

重返这些店铺，以寻求商业合作的名义

与店家攀谈，并询问是否有返点，店家

表示可以给出五成比例的回扣。

商家向导游提供高额回扣的现象

在鼓浪屿屡见不鲜。同时，这些商家在

经营过程中，往往存在虚假宣传、以次

充好等不规范行为，导致所售产品的品

质无法得到切实保障。

在“百年美园”景点内的珍珠店里，

记者花费上千元购买了店员反复推荐

的“海水珠”，之后拿到专业机构鉴定，

结果为淡水珠，而淡水珠与海水珠的价

格相差数倍。

更令人震惊的是，有些海鲜餐厅之

所以能给导游高达五成的回扣，是因为

将死海鲜当活海鲜卖。

鼓浪屿某经营者告诉记者，类似的

宰客现象已形成明显的产业链，不仅影

响旅游品质，也对鼓浪屿的口碑产生严

重的影响，“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监管部门各自为政，难以形成监管合力

当前，厦门正在实施“旅游品质年”行

动，我们期待，当地能直面问题要害，加强联

动治理，营造诚信规范的旅游市场环境，让

游客在厦门的每一次旅行都能收获满满的

美好回忆。

（资料来源：央视新闻）

“由来已久”的局面怎么“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