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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消协组织的体验式调查

结果看，我国旅游业的健康发展还

有很长的路要走。旅游、工商、物

价、公安、交通等多部门应通力协

作，严厉打击违规行为。每一个部

门接到投诉或举报后，都应该及时

处理，如果超出职权范围的可以内

部转接到相关部门，不能让游客自

己去求解。当前全国大部分省份

已经正式开通了12301旅游投诉

服务热线，应当做到游客投诉及时

有效解决。当然，消费者自身也应

强化防范意识，出游前做好确认旅

行社资质、商议相关服务、索要票

据等工作——

草畜乳生产实现一体化

本版编辑 刘 亮 李 瞳

美 编 吴 迪

世界卫生组织下属的国际癌症研究
中心 （IARC） 近日评估了红肉和肉类加
工品的致癌性，该中心 26 日发布结论认
为，食用红肉 （生鲜红肉，即牛、羊、
猪等哺乳动物的肉） 可能致癌，因此将
之列为“致癌可能性较高”的食物，列
入第二级 A 类致癌因素，同时将肉类加
工品 （火腿、香肠、肉干等加工肉制
品） 列入第一级致癌因素。结论公布之
后，引起广泛关注。很多人疑惑红肉和
肉类加工品是否还能吃？国际癌症研究
机构和有关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应理性看待致癌因素。

“对于这一结论应科学解读。一类致
癌物和其致癌性没有直接关系，也并不
意味着它就是强致癌物质。加工肉类尽
管被列为一类致癌物，但并不意味着真
的成为了等同于砒霜的毒物。”食品安全
博士钟凯指出，IARC 将致癌物分为四

类，加工肉类和砒霜确实同属于１类，
不过致癌物分类的依据并不是谁致癌的
能力更强，而是科学证据的确凿程度。
越是致癌证据明确的，级别越高，而致
癌的能力则与分级没有必然联系。

“致癌物有量的概念,即使是一类致
癌物，导致癌症也是一个漫长的积累过
程。”钟凯表示，加工肉类被列入致癌物
名单并不意外，因为加工肉类往往要经
过腌渍、烟熏、烘烤等处理，而这样的
加工方式常常会产生苯并芘、亚硝胺等
致癌物。

腌制食品是公认的致癌食品，这次
调查为什么专门提到红肉？北京友谊医
院营养师顾中一介绍，权威的公共卫生
机构只是根据最新证据，把更清晰的科
学界共识向公众宣布。这次进行评估工
作主要是因为全球范围内红肉的消费量
都在增加。IARC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

示，他们组织了来自 10 个国家的 22 名专
家，对 800 多个癌症病例进行研究，其
中有 700 多人食用红肉，400 多人食用
如腌肉、熏肉、香肠、火腿等肉类加工
品。他们认为这项研究有指标显示，食
用红肉与罹患大肠癌之间呈现正相关联
系，然而目前研究认为这些证据有限，
所以红肉被列为 2A 级致癌物，即有可能
致癌。

针对究竟吃多少红肉和肉类加工品
会得癌症的问题。顾中一解释，食物致
癌与一般食物中毒有很大差别，接触致
癌物的量与癌症的发生概率的增长常常
并不是直接对应的，很难给出一个准确
的剂量反应模型或是安全剂量。加工肉
制品如适量摄入，其有害物质可被身体
正常地代谢掉，但是，如果是长期大量
食用，患病的几率或将增加。

致 癌 物 和 是 否 得 癌 症 不 能 简 单 对

应，癌症是多种因素而非单一因素造
成。“肉制品被列为致癌物，红肉被列为
非常可能的致癌物’，并不意味着这些食
品就不能吃了。离开摄入量谈食品的致
癌风险是没有意义的。”北京大学肿瘤医
院营养科主任方玉认为，大多数肿瘤是
多种因素造成的，而不是单一的因素，
致癌物只是有致癌的潜在风险，并不能
简单地画等号。

专 家 一 致 认 为 ， 养 成 科 学 健 康 的
饮食习惯，做到膳食均衡更值得大家
关注。钟凯表示，一方面要控制红肉
和加工肉类合理的摄入量，同时和鸡
鸭肉、鱼肉混搭。按照平衡膳食宝塔
的推荐，成年人每天畜禽肉的推荐量
是１两到１两半。另一方面，既然烟
熏 、 腌 渍 的 加 工 工 艺 本 身 就 不 健 康 ，
在有条件吃新鲜肉的时候还是优先吃
新鲜肉。

红肉和肉类加工品还能吃吗
——专家详解肉食品致癌风险

本报记者 吴佳佳

本报北京 10 月 28 日讯 记者林火灿报道：在今
日举行的 2015 国际煤炭峰会上，中国煤炭工业协会
会长王显政表示，随着能源结构优化和经济结构调
整，我国煤炭消费以年均 2 亿吨增长的时期已经结
束，煤炭需求增速放缓或阶段性下降，将是行业发展
的新趋势。

王显政表示，由于受能源价格下降和国内宏观
经济“三期叠加”等多重因素影响，煤炭行业进入
需求增速放缓期、过剩产能和库存消化期、环境制
约强化期和结构调整攻坚期“四期并存”的发展
阶段。

根 据 权 威 机 构 测 算 ， 到 2020 年 、 2030 年 、
2050 年煤炭在我国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
将 由 目 前 的 66% 逐 渐 回 落 到 62% 、 55% 和 50% 左
右。王显政表示，在新的发展阶段，煤炭产业从
理念到模式、从目标到动力，从保障到约束都将
出现新形势、发生新变化。“十三五”及今后较长
一个时期，煤炭行业要主动适应新常态，推进煤
炭 安 全 高 效 智 能 化 开 采 和 清 洁 高 效 集 约 化 利 用 ，
围绕“控制总量，优化布局；控制增量，优化存
量 ； 淘 汰 落 后 ， 消 化 过 剩 ； 调 整 结 构 ， 促 进 转
型；提高质量、提高效益”的总体思路，推动行
业发展向质量、效益、集约型增长转变，提升煤
炭工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会长王显政——

煤炭行业须主动应对需求减少新趋势

10 月 25 日至 27 日，第六届(2015)中国苜蓿发展大

会暨国际苜蓿会议在安徽省蚌埠市召开。图为代表现

场观摩现代牧业(五河)牧场依托先进的“牧草种植、奶

牛养殖、牛奶加工一体化”生产模式，实现“草畜乳一体

化，零距离两小时”。 周建道摄

9 月 11 日至 10 月 7 日，中国消费者
协会组织开展了对部分国内旅游线路体
验式调查。来自全国 24 个副省级以上消
协组织的 196 名志愿者担任体验员，经过
培训后以普通消费者身份报团参加了覆
盖国内 27 个省份的 96 条线路（包括“十
一”黄金周期间线路 34 条），并对 85 家旅
行社服务进行体验式调查。

中消协 28 日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
96 条线路中，行程前、行程中和行程后
的各个环节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尤
其行程中更为突出，74%以上的线路存
在相对严重的问题。

服务总体评价仅为 70 分

调查显示，体验员为旅游服务打出
70 分的平均分，仅为中等水平。交通情
况稍好，获 73 分；最不满意餐饮，仅获 60
分的及格分；导游服务、住宿情况、购物情
况均不满 70分。

从各地的服务评价来看，华东地区旅
游服务相对较好，东北地区旅游消费问题
相对明显。在对“行程中服务”和“行程结
束后服务”的评价中，华东地区分别得到
76分和 74分，均为最高分，除餐饮问题这
一短板外，其余各方面表现均处于中等水
平；而东北地区这两项得分相对较低，分
别为 59 分和 60 分，导游、餐饮、住宿、交
通方面均亟需改进。

调查员反映的主要问题包括以下几
点：一是饮食状况差，团餐存在质量偏低、
食物不卫生、自费餐饮价格普遍偏高等问
题；二是住宿质量参差不齐，实际入住酒
店与入住前的承诺不相符，合同中所谓

“准三星”“准四星”的说法无标准可循，消
费者无法判断；三是交通安全有待提升，
合同中承诺的乘车标准多数难以实现；四
是景区管理和人流控制难以把握，环境卫
生有待改善；五是强制消费或诱导购物现
象普遍，尤其在低价旅游产品中，强制消
费或变相强制消费问题更为突出，消费者
最终在购物上的花费大大超出预期；六是
行程路线随意更改，景点压缩严重，线路
行程与合同不一致情况较为常见。据介
绍，当体验员就旅游体验中遇到问题向旅
行社进行投诉时，往往难以得到及时的反
馈和处理，最终获得解决的不足两成。

餐饮标准与合同不符

很多旅游合同中餐饮标准包括正餐
规格和早餐标准，一般为每人每餐 20 元，
根据合同规定每餐为八菜一汤或十菜一
汤，但是旅行中旅行社经常违反合同。调
查显示，有 25.2%的体验员表示旅途中的
餐饮与合同承诺的不一致，主要表现为减
量、加钱两种形式。减量是指实际提供的
团餐数量明显少于合同规定。例如，某旅
行社线路从海口到四川，餐饮情况与合同
不符,合同中写明是 12 菜 1 汤，实际却是
8菜 1汤。而加钱是指将团餐升级。

调查显示，31.6%的体验员评价餐厅
卫生不够整洁、餐具不够干净、食物不够
新鲜。比如，体验员参加某旅行社线路在
拉市海茶马古道的午餐中出现了苍蝇。

在服务提升方面，餐饮价格仍需加以
控制，且节假日价格上涨的情况突出。调
查发现，35.9%的体验员指出旅途中，餐
饮食物价格明显高出其他地区同类食物
价格。此外，节假日餐饮价格上涨的情况
更多。数据显示，在非假期里，31.7%的
体验员反映旅途中餐饮食物价格明显高
出其他地区同类食物价格，该比例在节假
日上升至 51.9%。

强制消费普遍存在

从调查结果看，全国范围内强制消费
现象普遍存在，西南地区和东北地区更严
重，特别是强制购物和强制参加自费项目
的问题较为突出，且存在导游拿回扣现
象。因此，调查中购物部分的体验得分相
对较低，为 64分。

调查数据显示，在强迫购物方面，总
体上有 32.6%的体验员反映导游安排超
计划购物、强迫购物的行为，西南、东北、
华 南 地 区 较 为 严 重 ，选 择 比 例 分 别 为
43.2%、35.7%、33.3%。在强迫参加自费
项目方面，总体上有 28.8%的体验员反映
有强迫游客参加自费项目，东北、华中、华
南、西北地区较为严重，选择比例分别为
42.9%、37.5%、33.3%和 33.3%。

调查中还发现，这种强制消费背后是
获取回扣等利益驱动。有 28.8%的体验
员表示看到或听到旅游团内其他人提到

导游在景区商家拿提成的情况，西南地区
尤为严重，选择比例超过半数。

近 1/4 的导游无资格证

导游是整个旅游过程的主导者，导游
所安排的景点游览的先后顺序、购物和自
费项目等安排都直接影响到游客的旅行
体验。调查显示，导游服务的主要问题是
更改路线、无证导游、与合同不符，且更改
路线的现象在节假日更为严重。

有 32.8%的体验员发现旅行社承诺
的线路在实际游览中无法实现或标准大
打折扣，东北地区尤为突出，选择比例达
到 57.1%。还有 27.4%的体验员遇到更
改路线、压缩游览时间的情况。节假日导
游更改路线的情况更为严重。调查数据
显示，平日里，25.0%的体验员表示导游
有削减景点、压缩游览时间的情况，该比
例在节假日上升至 33.3%。

更令游客担忧的是，有近 1/4 的导游

或领队没有相关资格证。调查数据显示，
有 24.8%的体验员反映旅行社委派的导
游或领队没有相关资格证，特别是东北、
西南地区，比例分别为 71.4%和 38.2%。

此外，调查还显示，导游讲解及态度
有待改进。25.0%的体验员反映导游讲
解不清，重点在于推销商品和自费项目，
对行程、景点的讲解敷衍了事。如某旅行
社线路从广东到三亚，导游介绍景点没耐
心，迫不及待地推荐自费电瓶车项目，要
求游客自费。

国家旅游局监督管理司副司长余繁
说，这次调查反映的大都是存在已久的老
问题，有些是执法不严、有法不依造成的，
国家旅游局已责成相关单位就此次调查中
所反映涉嫌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违法行
为依法查处、限期处理，维护旅游消费者的
合法权益。但还有些问题是因为公众的需
求发展较快，过去制定的服务标准已经不
能满足消费者需要，今后要帮助经营者提
升服务水平，创造更为舒适的旅游环境。

中消协公布首份旅游暗访报告显示——

旅游市场超七成线路问题严重
本报记者 佘 颖

本报北京 10 月 28 日讯 记者曾金华报道：财政
部、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通知，决定将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试点的 4 项所得税政策推广至全国范围
实施。

在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法人合伙人企业所得
税政策方面，《通知》 规定，自 2015 年 10 月 1 日
起，全国范围内的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采取股权
投资方式投资于未上市的中小高新技术企业满 2 年

（24 个月） 的，该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的法人合
伙人可按照其对未上市中小高新技术企业投资额的
70%抵扣该法人合伙人从该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
分得的应纳税所得额，当年不足抵扣的，可以在以后
纳税年度结转抵扣。

在技术转让所得企业所得税政策方面，《通知》
规定，自 2015 年 10 月 1 日起，全国范围内的居民企
业转让 5 年以上非独占许可使用权取得的技术转让所
得，纳入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的技术转让所得范围。
居民企业的年度技术转让所得不超过 500 万元的部
分，免征企业所得税；超过 500万元的部分，减半征
收企业所得税。

在企业转增股本个人所得税政策方面，《通知》
规定，自 2016年 1月 1日起，全国范围内的中小高新
技术企业以未分配利润、盈余公积、资本公积向个人
股东转增股本时，个人股东一次缴纳个人所得税确有
困难的，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制定分期缴税计划，在
不超过 5 个公历年度内 （含） 分期缴纳，并将有关资
料报主管税务机关备案。

在股权奖励个人所得税政策方面，《通知》 规
定，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全国范围内的高新技术
企业转化科技成果，给予本企业相关技术人员的股
权奖励，个人一次缴纳税款有困难的，可根据实际
情况自行制定分期缴税计划，在不超过 5 个公历年
度内 （含） 分期缴纳，并将有关资料报主管税务机
关备案。

财政部税政司司长王建凡表示，除了把国务院常
务会议确定的税收政策尽快落实到位之外，高新技术
企业政策还要有进一步的完善。同时，研究对天使投
资支持初创期创新活动的政策进行进一步的完善，加
大对创新活动支持力度。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有关税收优惠扩至全国

近年来，旅游消费成为国民生活消

费的热点和新的经济增长点。无论是每

年以亿计的出境游，还是每年逼近 40 亿

人次的国内游，不少数据都显示出我国

已经是一个旅游大国。

和旅游业迅速发展、游客人数迅猛

增长不协调的是，游客的满意度并没有

水涨船高。云南丽江、海南三亚、山东青

岛等不少地方频频曝出的恶性宰客事

件，极大地伤害着游客的出游体验，也损

害着当地来之不易的诚信建设成果。

从国家的定位看，旅游业是“经济发

展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让人民群众更

加满意的服务业”。作为现代服务业的

旅游业，唯有让人民群众更加满意，才可

能真正成为战略性支柱产业。

毫不夸张地说，旅游者的满意度不

仅决定着旅游业发展的前途命运，也是

衡量一个地方旅游业水平的试金石。不

关心游客的根本利益、无视游客的满意

度，游客会“用脚投票”，舍弃劣质旅游

地，这样的旅游地必然成为无源之水、无

本之木。

这些年来，无论是设立中国旅游日

和出台旅游法，还是制订国民旅游休闲

纲要等，都可看出国家为推动旅游业发

展的强大支持力度，也对旅游业发展寄

予了厚望。期待行业相关各方珍视难得

的发展机遇，正视游客的根本利益，看到

旅游服务的差距和不足，以知耻而后勇

和不讳疾忌医的态度，下大力气扭转行

业风气，切实赢得游客的理解和尊重，推

动旅游业从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发展

转变。

文/新华社记者 钱春弦

（据新华社北京 10月 28日电）

给旅游业打分，游客说了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