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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亿多元说没就没，

荆州巨型关公像搬移教训深刻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2021 年 09 月 06 日作者：杨艳

被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通报批评的湖北省荆州市巨型关公

雕像日前开始拆卸转移，搬移工程总投资 1.55 亿元。关公

雕像高达 57.3 米，建成于 2016 年，总造价达 1.729 亿元。

先是违建、后又搬移，3 亿多元就这样浪费了。

3 亿多元说没就没，荆州巨型关公搬移教训深刻。党中

央三令五申，严禁搞形象工程、面子工程，也严肃查处并通

报了一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典型案件。但现实中，仍有

一些地方为了追求所谓政绩，不切实际、瞎拍脑袋，打擦边

球，甚至不惜违纪违法，破坏当地民俗民风，破坏历史风貌

和文脉，项目建设盲目追求“大”“最”“全”，耗费巨资

造景，搞噱头、造声势，以牺牲长远利益换取短期利益。比

如，陕西省韩城市耗资 1.9 亿元建设“鲤鱼跃龙门”景观，

贵州省独山县投资 2.56 亿元建设“水司楼”，这些项目劳

民伤财、脱离实际，将形式主义、扭曲政绩观演绎得“淋漓

尽致”。



从此前通报看，湖北省荆州市在古城历史城区范围内建

设的巨型关公雕像，高达 57.3 米，违反了《荆州历史文化

名城保护规划》有关规定，属“未经规划许可”，系“违法

建设”。而在项目没有获得审批的情况下，相关部门在雕像

长达两年的建设期中，始终不闻不问，导致 3 亿多元付诸东

流，既没有起到应有的文化宣传推广效益，反而破坏了古城

风貌和历史文脉，损害了荆州市的城市形象，可谓得不偿失。

人们不禁要问，一个高达 57.3 米“未经规划许可”的雕像，

究竟是如何在当地监管部门眼皮子底下拔地而起的？当地

主政者是否依法依规用权？监督管理者的主体责任是否履

行到位？

3 亿多元的代价，必须警钟长鸣。各地党员领导干部都

应从这起事件中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把自己的岗位和职责

摆进去。要提升法治思维，严格依规依纪依法行使职权，不

合法、不合规的决不能做，决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要贯彻

新发展理念，尊重科学，求真务实，做到富有远见、保持耐

心、恒心，既追求“显绩”，也要在不显山、不露水的基础

性工程和周期长、见效慢的“潜绩”上下功夫、使长力，创

造出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的政绩。要坚持勤俭节约，把每

一分钱都要用到“刀刃”上、花到关键处。相关监管部门也

要完善制度强化监管，加大对重大项目审批和违法建设的监



督力度，发现苗头问题及时干预、纠正，杜绝滥建“文化地

标”等形象工程。纪检监察机关要加强对盲目造景、脱离实

际等行为的监督检查，压实相关部门主体责任，严肃查处公

共资源领域谋私贪腐、侵害群众利益问题等违纪违法案件，

切实维护群众利益。



无信不行的时代将至！
文旅行业能吃到哪些红利？

来源：人民日报人民文旅 2021 年 09 月 08 日

随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弘扬诚信文化，推进

诚信建设”，“加快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文化和旅游市场

新型监管机制”成为文旅部在“十四五”时期的一项重要

工作。

9 月 7 日，文旅部官网发布《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关

于开展文化和旅游市场信用经济发展试点工作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要求在全国范围内遴选一批试点地区，

开展为期一年的文化和旅游市场信用经济发展试点工作。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信用已被提到更重要的位

置，不重视信用的文旅企业将寸步难行，一个无信不行的

时代即将到来。

对文旅行业而言，这次变革能吃到哪些红利？又将面临

哪些挑战？

信用消费：为游客提供“先游后付”便捷服务

旅游是一种“先购买、后消费”的服务型产品，游客多

数情况下是“先付款，后旅游”，这是当前旅行社的主要经

营模式，也导致了游客在旅途中遇到消费纠纷时，面临投诉

难、退款难等问题。



早在 2013 年，上海一家旅行社就尝试了“先游后付”

模式，承诺两项以上服务不达标，游客可拒付款项。虽然这

家旅行社圆满完成了首次活动，游客颇为满意无一拒付，但

首战告捷后，这项模式并没有继续下去，更没有向外推广。

通过国家层面推动的信用体系建设有望解决上述难题。

通知指出，促进信用消费。鼓励和支持文化和旅游企业整合

公共、行业、市场等多方信息，探索推出以信用为基础的产

品和服务，向信用状况良好的消费者提供“先用后付”“先

游后付”、减免押金等便捷消费服务，形成促进信用消费的

相关政策。

在此之前有地方开始探索“先游后付”。据大河报消息，2019

年，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推动当地成立“先游后付诚信联盟”，

通过“先游后付”将景区、旅行社、酒店等打造成一个旅游

共同体。

当地所谓的“先游后付”，并非真正让消费者先不付钱

去玩一圈，回来以后看心情付款。“先游后付”引入了银行

的征信查询，征信记录良好的消费者通过审核后才能加入

“先游后付”的流程，在确认行程结束 3 日内支付旅游款项。

如果消费者对行程满意而逾期不付，平台背后的金融机构将

对款项进行分期支付处理。

信用监管：用更科学手段鼓励优质信用主体

旅游服务质量是旅游业作为现代服务业的内在属性，是企业

的核心竞争力，是衡量行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



通知要求，建立完善多项信用体系建设配套制度，培育一批

诚信企业，发展一批信用经济示范点，不断拓展信用在文化

和旅游市场中的应用场景。试点地区选择主要以地市、区县

为主，省级试点地区视条件酌情确定。

通知提到的信用体系建设配套制度如何构建？文旅部相关

负责人此前表示，推进高质量发展必然要求有相应的测度体

系。构建旅游服务质量评价体系意在明确服务质量监管和提

升的重点和方向，加强动态管理。他表示，

一是建立基本制度。要建立以游客为中心的旅游服务质

量评价制度，明确评价主体、对象、周期、方法、数据获取

和分析、反馈机制和应用场景等内容。

二是建立运行规则。要开发建设旅游服务质量评价系统，

制定完善评价模型、指标、流程和标准，突出市场运行规律

和行业特点。

三是加强相关保障。要做好组织机构、人员、经费和设

备等方面的保障，进一步完善纵向协同、横向联动的工作机

制。

四是加强监督管理。坚持依法合规实施旅游服务质量评

价，加强全流程动态管理，在数据获取、评估结果应用等重

点环节加强监管，对违反评价制度的行为明确相关责任。

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特聘专家、旅游经济学博士后王笑

宇研究员对人民文旅表示，通过旅游行业信用体系建设，监

管部门可以实现跨区域、跨部门的信用信息采集与监控，通



过更为客观的标准，更为科学的手段，对拥有良好信用记录

的市场主体进行肯定和鼓励，并引导品牌建设、用户消费向

其倾斜；对信用记录不良的市场主体，进行全网信息互通和

黑名单展示，并配合多种手段对其进行惩戒，可以说是推动

文旅旅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目前像京津冀、长三角

等地一直在探索区域信用监管的体系化建设和常态化运作

机制。

信用融资：助力中小微企业破解发展难题

目前，轻资产、低收益、项目开发周期长等问题让不少

文旅企业融资困难重重。根据通知要求，信用信息将为文旅

企业经营赋能，通过信息共享、丰富产品供给、品牌培育等

方式，助力企业突围、提升竞争力。通知称，

鼓励和支持文化和旅游有关单位与金融机构加强协作，

建立完善信用信息互联互通、信用评价结果互认机制，为信

用良好的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提供融资便利。

鼓励和支持文化和旅游企业与金融机构、信用保险、大

数据管理等专业机构合作，不断丰富适合文化和旅游市场需

求的信用产品和服务供给。

鼓励和支持文化和旅游企业在文化和旅游消费领域打造

一批品牌化、明星级的信用应用产品与服务，优化消费体验，

推动形成信用品牌培育机制。

王笑宇认为，文旅部的最新通知对有志于打造良好品牌

的文旅企业是重大利好，这些企业将重视围绕游客需求，基



于信用承诺与兑现的文旅开发与运营，将注重品牌建设与产

品创新的长期主义理念，通过不断改进功能型产品、服务的

兑现品牌承诺，打造优质主题文旅产品，持续提升市场竞争

力，而非追求一时一地单一项目的短期成功。这些都有利于

行业长期健康发展。下一步，建议更快地推进信用体系管理

规定的出台和落地，以便于从制度层面，巩固和加强信用体

系的建设工作。

（编辑 杨珠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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