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游客长城上刻字，公民素质别欠费

 热点事件

根据北京市公安局延庆分局官方微博消息，针对 2021 年 3 月 21 日有游客在八达岭景区

游览时，在长城墙体上刻划损坏文物的情况，延庆警方会同八达岭特区办事处迅速开展调查，

于 3 月 22 日凌晨，将张某林、李某荣、苏某芳等 3名违法行为人查获。目前，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已对三人作出行政拘留并处罚款的处罚。文物古迹

是宝贵的文化遗产，需要大家共同保护，对于故意损毁的行为，警方将依法坚决查处。

在此事件中已有定论，因此抛开该事件仅仅就“长城刻字的法律后果”来谈，首先在长

城城墙结构做出的刻字行为是不道德的违法行为。根据《长城保护条例》第七条规定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都有依法保护长城的义务。而该当事人在长城墙体刻字，已经构成违法。

 各方观点

＠八达岭长城：八达岭长城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我们坚决反对并谴责刻画长城、

损毁文物的违法行为，并将依法严厉处罚。在此，我们强烈呼吁广大游客爱护文物古迹，服

从景区管理，同时能够及时发现并制止游客破坏文物行为，第一时间向景区进行报告，共同

保护好我们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长城保护条例》：禁止在长城上从事下列活动：（一）取土、取砖（石）或者种

植作物；（二）刻划、涂污；（三）架设、安装与长城保护无关的设施、设备；（四）驾驶

交通工具，或者利用交通工具等跨越长城；（五）展示可能损坏长城的器具；（六）有组织

地在未辟为参观游览区的长城段落举行活动；（七）文物保护法禁止的其他活动。

＠正观-黄河评论：墙体上刻字，留下的是“丑名”，更是“骂名”，还有“罪名”。

再严格的法律，再完善的制度，也不及游客真正把文明出行和文物保护的意识内植于心、外

化于行。文物遭到破坏，受伤的不仅是历史留下的灿烂文明，还有子孙后代共享这份文化遗

产的权利。

 模拟题

现在，出门旅游已经成为很多人度过闲暇时光的不二选择。但是，有的人虽然腰包鼓了，

但是素质却没有提升，出现了种种旅游不文明现象，影响了自身的形象和景区的管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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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较低的游客在旅游过程中做出了乱写乱画、乱丢垃圾、排队加塞等各种不文明行为。对

于这样的行为，你怎么看？

 参考解析

近年来，随着我国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观念的更新，出门旅游成了很多人生活娱乐的

第一选择。大量的游客在出门旅行，放松了身心的同时，也带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但

是，旅游过程中，很多游客的不文明行为不但损害了景区的风景和设施，影响了他人的旅游

体验，更让自己乃至国人的形象蒙羞。

前不久，三位游客游览八达岭长城时在城墙上刻字的新闻被曝光，并在随后引发了大量

的关注，也被众多媒体和网友一面倒地批评。虽然事情的最后，当事人被当地警方抓获并给

予了他们应有的处罚。但是，这其中反映出来的旅游不文明行为仍然值得我们关注。此外，

还有媒体报道有个别游客在游览甘肃丹霞地貌时，为了博粉丝眼球，直播破坏地貌的行为；

有的景区为了防止游客随意踩踏，无奈之下在景点周边布下“刺猬阵”等等。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有游客屡屡视景区规定于不顾，作出这种不文明行为呢？在我看来，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游客自身素质和认知的问题。很多游客觉得出了门花了钱买了票，就应该随心所

欲。还有人为了在自媒体平台博得关注和点赞，故意做出种种出格行为。

第二，景区对于游客、景点、相关设施的监督管理维护有漏洞。很多景区在管理维护过

程中更看重经济效益，想方设法吸引游客前来游览、消费。而对于景点和相关设施的维护却

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例如景点维护保养不足、垃圾清扫不及时不彻底、超出接待能力招揽

游客，以及对于游客游览行为监管不到位，甚至缺乏监管等，客观上纵容了不文明旅游的发

生。

第三，对旅游不文明行为处罚较轻，违法成本低。虽然我国在 2013 年就已经出台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也不断地进行普法宣传。但是，在现实中，很多游客并不知道这部

法律，更何谈遵守。况且，即使有游客因为不文明行为被处罚，往往也只是口头警告、罚款

等方式，违法成本低，缺乏对于不文明旅游行为的震慑力。

所以，要真正地杜绝不文明旅游的行为，我认为需要多方的努力。游客要知道最美的风

景永远是人，我们应该留下的是自己愉快的经历和自身文明素养的回忆；景区也要着眼于长

远发展，做好景区的监管维护，提升自身的吸引力，对于不文明的行为要敢于和善的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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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部门除了要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更要让这些条文在实施过程中落到实处，让法律长

出“牙齿”，让不文明的行为受到应有的处罚，维护法律的尊严。

 思路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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