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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广告热线：：05950595--2256799022567990

1359910171813599101718
招租热线:0595-27551111
地址：泉州台商投资区滨湖南路中熙产业园（离高速出口约3公里）

租厂房，找中熙产业园
60万㎡精装标准厂房出租，专业化、规模化、产业聚集

（酒店、KTV同步招租）

遗失声明遗失声明遗失声明
泉州金恒昌贸易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350526MAC4P
HYP65）不慎遗失圆形铜质公章

一枚，印章编号：35052610032445，
声明作废。

泉州佐纳昕贸易有限公司（统一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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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350502MA333F3A3Q）不慎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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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游客自带，景区却可自卖，价格还翻了几倍

限制游客带食品入景区合法吗？
“只有他们（景区商家）卖的东西才可以带进去吃，我们自己拿的食物就不能

带。”近日，有游客发布这样一则视频。视频中，景区工作人员制止了游客带食物
上山的行为，称清扫任务重，“每天山上都是鸡爪、瓜子皮”。此事引发社会热议。

记者梳理发现，景区能否自带食物之争并非个例。国内多个景区曾以
污染环境为由，作出“禁止在景区内冲泡面”“不能以任何形式给游客提供
开水泡面”等相关规定与倡议，并由此引发争议。

受访专家表示，“景区禁止游客自带食品”类规定频繁成为社会议题，凸显了
公众对景区过度商业化趋势的忧虑。景区的环保考量有其合理性，在出台相关规
定时，应充分解释其背后的环保理由和科学依据并兼顾好游客的利益。发生冲突
时，景区也应及时回应游客的关切和质疑，为其提供更完善、合理的景区服务。

记者梳理发现，景区对特定种
类食品作出禁入或限制性规定，主
要是出于环保、安全等因素的考量。

前不久，稻城亚丁景区因怕污
染水体禁止游客自带泡面一事引发
公众讨论。有游客发布视频称，景
区工作人员制止其冲泡自带的泡
面，却有环卫员将食物汤汁随意倒
入草地。随后，稻城亚丁景区发布
通报：经调查，视频中反映销售热干
面和环卫员不按规定处理面汤的情
况属实。针对游客自带的方便面，
景区将免费提供开水和场所，统一
收集和规范垃圾处理。

公开资料显示，不少景区曾对
游客自带食品进景区或食用泡面等
冲泡类食物作出禁止性规定。

2019 年年初，上海某高校大
学生小王携带零食进入上海迪士
尼乐园时被园方工作人员翻包检
查，并加以阻拦。小王认为园方
制定的规则不合法，导致自己的
合法权益受到侵犯，便一纸诉状
将上海迪士尼乐园告上了法庭。

案件经司法机关主持调解，原、
被告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由被告
补偿原告 50 元。随后迪士尼方面
即宣布调整原食品和安检规定，宣
布游客可以携带供本人食用无须加
热加工的食品及饮料进入上海迪士
尼乐园。

2023 年，有游客反映，安徽黄
山风景区有规定不能以任何形式
给游客提供开水泡面。此事引发
争议后，黄山风景区通报解释称，
盒装方便面食用后的残羹与汤包
料，不合理抛洒会造成环境破坏并
不利于野生动物保护。黄山风景
区没有也不会禁止游客带方便面
上山，但提倡游客不要在山上冲泡
方便面食用。

根据《北京环球度假区及北
京环球影城入园须知》，出于安全
考虑及可能对他人体验造成影
响，需要加热或加工的食品（如：
需以加热水、微波加热或自热等
方式加工的方便面、速食火锅等）
禁止携带入园。

对于景区是否有资格对游客携带
食物的行为作出限制，刘思敏认为需
明确区分公益性重要景区与普通景
区。

“具体而言，如敦煌、九寨沟、张家
界等景区，因其不可替代性及深厚的
文化底蕴（源于自然或历史），被视为
独特且珍贵的公共资源。”针对此类景
区，刘思敏认为不应限制游客携带食
物与水源，因为这些是游客基本需求
的一部分，且景区作为公共资源，应保
障游客的合理需求。然而，对于特定
区域如敦煌洞窟内部，由于保护文物
的需要，确实需要严格管理游客行为，
防止乱丢垃圾等破坏行为。在此情况
下，探讨并实施有效的管理与处罚措
施。即对于公益性重要景区，应平衡
游客需求与文物保护之间的关系，既
要保障游客的基本权益，也要加强对
文物及自然环境的保护。

刘思敏说，另一类则是主题公园
等普通景区，其本质与电影院并无显
著差异，均属于完全遵循市场规律的
企业行为范畴，有权自主运营。消费
者对此拥有选择权，即“用脚投票”：对
规则不满意时，可以选择不购票入场。

景区屡屡“吃”出争议，如何解决？
河南老君山景区聚焦游客饮食需求，连续

多年推出“一元午餐”。从去年国庆期间的现
场视频来看，“一元午餐”摊位前游客络绎不
绝，招牌上写有“无人值班，自觉投币”等字
样。工作人员介绍，2023年国庆8天假期共售
出“一元午餐”2.3万余份。

“从为游客提供更加满意的服务角度来
讲，建议从两个方面对景区现有的商业运营与
管理进行优化完善。”齐晓波建议，一是景区在
出台相关规定时，应做到事前与游客充分沟通
调研、事中在景区相关宣传中充分告知、事后
在遇到问题时及时调整完善；二是景区应做好
商业利益与游客需求的充分结合，对景区内的
餐饮、住宿以及旅游商品价格根据市场情况合
理定价，既要考虑到特殊消费场景的品牌溢价
又要兼顾消费者公平交易的原则。

“对于景区商品或服务定价高的问题，若景
区具有不可替代性和公共性，消费者有权要求
合理定价并携带必要物品。同时，对于违反公
共秩序和环境保护规定的行为，应实施严厉处
罚。这既是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也是对公共
利益的维护。因此，在平衡各方利益的基础上，
制定合理的管理措施至关重要。”中国未来研究
会旅游分会副会长刘思敏说，对于经过商业改
造的普通景区，其商品价格应遵循市场规律。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朱晓峰认为，景
区面向游客开放，一方面应提升餐饮服务质
量，确保景区内的美食街和餐饮点提供丰富多
样、价格合理的餐饮选择，满足游客的不同口
味和需求。对景区内提供食物等服务进行合
理定价，确保价格透明、公正，避免过度商业化
对游客利益造成损害。合理布局餐饮点，确保
游客在游览过程中能够方便地找到餐饮服务
点，减少因寻找食物而带来的不便。另一方
面，实行灵活的管理政策，如允许游客自带泡
面进入景区，但明确规定在指定区域如休息区
内食用。

而与景区不让外带食物相对应的，是
游客自带食物的需求。采访中，不少游客
反映，其之所以带食物进景区，或因景区
餐饮太贵，或因景区缺乏相应餐饮服务。

“在景区参观游览，有时多半天都在
景区里，不带吃的就只能买景区的饭，有
时候花一两百元都吃不饱。”北京市民秦
先生热衷于自驾游，他对一些景区限制
泡面类饮食的做法不能理解，“一些景区
只让带面包饼干，但人在疲惫的情况下
更想吃一口热乎的。不让带可加热食物
还不是想让游客在景区饭店消费吗？”

记者调查发现，让不少游客对景区
饮食限制大为诟病的重要原因在于，一
些景区餐饮价格过高。

据公开信息，上述稻城亚丁景区售
卖的 22元热干面，在景区外的超市售价
仅 8元。有游客在广东珠海长隆度假区
某餐厅就餐时，两个人点了一份鸡肉饭
套餐、一份河粉、一份鱼丸、两杯饮料花
费 200多元，两个人都没吃饱但“舍不得
再点”。江苏游客黄女士不久前去内蒙
古某湿地公园旅游时，发现景区物价贵
得离谱——市里 3元的冰棒在景区 10元
一根，一小瓶酸奶也要十几元。

此前，上海迪士尼乐园推出售价208
元的雪糕套餐，套餐内含巧克力棉花糖
雪糕以及迷你巧克力棒，引发不少人吐
槽“天价雪糕”。对此，工作人员回应称，
迪士尼属于乐园，大多乐园内的食品都
会比外面更贵，“如果觉得 208元的雪糕
比较贵，可以选择乐园内其他更高性价
比的食品”。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
所旅游研究与规划设计中心总工程师
齐晓波分析，近年来，“景区禁止游客食
用泡面”等规定频繁引发社会讨论，主
要是因为游客在一些景区内所购买的
消费品，价格高于日常的数倍。根据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享有自主选择
商品或者服务的权利、享有公平交易的
权利。景区禁止游客自带食品进入的
行为在很多时候属于明显不公平，与法
律的公平原则相违背。如果景区禁止
游客自带食品的真实目的是强迫或者
变相强迫游客购买景区内的“高价食
品”，则可能构成强迫交易，游客有权进
行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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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游客携带食物的行为
景区是否有资格作限制

专家：
提升餐饮服务质量
保障游客合法权益

游客：
景区饮食价格高昂
定价应当公平合理

景区：
出于环保安全考量
限制外带食品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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