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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黄金周：
百姓生活有哪些新变化？

新华社记者林红梅齐中熙钱春弦
七天的“十一” 黄金周已经结

束， 公众是怎样度过今年的首个长假
的？ 与以往的黄金周相比， 百姓在出
行、 旅游、 消费等方面有哪些新变
化？

出行：再创纪录

今年“十一” 黄金周中， 大批的
人走出家门， 踏上探亲访友、 外出旅
游的旅途。 来自交通运输部门的统计
数据显示， 全国公路、 水路、 民航、

铁路客流均创造了历史最新纪录： 全
国公路客运在

７

天长假里共运送旅客
３．８３

亿人次， 同比增长
５．５％

； 全国
水路共运输旅客

６２０

万人次， 同比增
长

３％

； 中国民航运输旅客
４３３

万人
次， 同比增长

１４．８％

； 全国铁路总共
发送旅客

５３８４

万人次， 同比增加
４４１

万人次， 增长
８．９％

， 再创历史新高。

交通业内专家分析认为， 造成旅
客出行新高峰的直接原因是， 今年国
家对假日制度实行了新的改革， “十
一” 黄金周成为今年的首个长假， 因
为小假日时间不够充裕而没有安排出
行的人， 集中到“十一” 黄金周出
门。

在公路方面， 交通运输部新闻发
言人何建中分析认为， 由于今年增加
了多个小长假， 人们将短途出行安排
在小长假期间。 因此， 与往年黄金周
相比， 今年“十一” 黄金周期间， 中
长途道路客流有所增加。 客运高峰出

现在
９

月
２９

日、

１０

月
４

日和
１０

月
５

日， 当天完成客运量分别达到
５５６０

万人次、

５５６０

万人次和
５６４０

万人次。

在水路方面， 交通运输部水运司
有关负责人介绍， “十一” 黄金周期
间， 虽然“蔷薇” “海高斯” 台风对
人们出行带来一定影响， 但陆岛、 海
峡间运输以及部分江河旅游运输依然
是水路客运的热点地区， 客流增幅较
大。

民航则在“十一” 黄金周迎来了
市场的复苏。 中国民航局有关负责人
说， 由于受世界经济增长减缓、 连续
自然灾害等因素影响， 今年

６

月、

７

月、

８

月和
９

月
１

日至
２０

日， 民航旅
客平均运输量均为负增长。 但从

９

月
２５

日开始， 民航每日旅客运输量平均
超过

５０

万人次， 客座率达到
８３．５８％

。

除北京、 广州、 上海、 深圳、 昆明、

成都、 三亚、 拉萨、 海口等传统热点
城市外， 长春、 厦门、 乌鲁木齐、 杭
州、 汕头、 哈尔滨、 贵阳、 西宁、 太
原、 沈阳等城市， 民航客流增长幅度
也较大。

黄金周中， 铁路各大车站客流一
直居高不下。 全国铁路日均客流量近
５２０

万人次。 特别是
９

月
２９

日和
１０

月
５

日， 分别发送旅客
６３６

万人次、

６４８

万人次， 连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
史最高纪录。

旅游：首个高峰

与出行客流创历史新纪录保持一
致的是， 全国假日旅游部际协调会议
办公室的统计表明，

２００８

年“十一”

黄金周期间， 旅游成为今年以来我国
首次国内旅游高峰。

全国假日办
10

月
５

日晚发布的
２００８

年“十一” 黄金周旅游信息通报
显示，

９

月
２９

日至
１０

月
５

日， 纳入
全国假日旅游统计预报体系的

１１９

个
旅游景区（

点
） 共接待游客

１８２９．１

万
人次， 同比增长

１３．２％

。 这是今年形

成的首个国内旅游高峰。

全国假日办有关负责人分析旅游
市场新特点时认为， 今年“十一” 黄
金周奥运后效应呈现多点释放， 北京
等主协办城市假日旅游全面升温。 单
日参观北京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的游
客最高时达到

３６

万人， 天津、 上海、

青岛、 秦皇岛等城市也成为游客争相
前往的热点地区； 在奥运旅游人气兴
旺的带动下， 各大中城市及周边休闲
度假带、 乡村旅游以及中西部生态旅
游等都呈现供求两旺特点。

他表示， 今年由于四川发生了特
大地震， 在“十一” 黄金周中， 四
川、 陕西、 甘肃等受灾地区旅游乘势
而上， 是今年旅游的独特特点。 此
外， 黄金周旅游还呈现多样化趋势。

家庭自驾车游和散客自助游成为市场
主体， 社会旅馆和家庭旅店生意火
暴， 一些热点景区停车场临时扩大了
几倍。 红色旅游、 文化旅游、 科普旅
游等受到大众欢迎。 内地居民赴香港
购物旅游和大陆居民经金马澎赴台旅
游成为假日旅游的亮点。

消费：“黄金”成色

今年“十一” 黄金周中， 仍有大
批百姓走进商场， 全国商品市场繁荣
兴旺， 销售大幅增加。 商务部

５

日发
布的监测数据显示，

９

月
２９

日至
１０

月
５

日， 全国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

４２００

多亿元， 比去年“十一” 黄

金周增长
２１％

。 黄金周显示出了沉甸
甸的“黄金” 含量， 成色十足。

“十一” 期间， “折扣”、 “买
赠”、 “省现金”、 “抽奖”、 “新品
上市”、 “开业回馈” 等促销活动，

吸引消费者把全国各大商场挤得满满
当当， 商家赚了个钵满盆满。 北京
“十一” 黄金周

７

天， 商家“进账”

近
３０

亿元， 同比增长
１６．７％

。

商务部有关人士分析认为， 今年
的黄金周与往年相比， 呈现一些新的
特点： 一是应季商品销售强劲。 黄金
周期间， 王府井百货、 西单、 贵友等
大型百货商场节日期间累计销售增长
都在

２０％

以上， 其中秋装、 鞋、 箱包
销售增幅均超过

２５％

； 二是奥运“新
人” 国庆婚礼， 金饰品、 家电产品销
售火暴。 仅北京菜百一家， 日均销售
就达

１０００

万元以上， 同比增长超过
２０％

， 日均客流量也比去年同期增长
５０％

左右； 三是品味特色美食， 餐饮
销售大幅增长。 北京华天集团旗下老
字号， 节日

7

天销售同比增长达到
５０．３％

， 客流同比增长
５５％

。

商家的食品安全意识进一步提
高， 餐饮企业吸取三鹿奶粉事件的教
训， 自觉加强了食品安全控制， 公众
在外吃得安全也是这些企业收入大幅
增长的原因之一。

（新华社北京10月6日电）

“艺考”合格证：

高考“筹码”承重的背后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李建平刘翔霄

２００８

年高考已尘埃落定。

对于选择明年参加艺术类招生
考试的考生而言， 经过前一阶
段紧张忙碌的报名， 很多人的
身影又出现在了各种艺术招生
培训班里。 为了获取一张“艺
考” 合格证， 他们将投入另外
一场“前路未卜” 的竞争。

“艺考”成为大学“敲门
砖”

对美术并无太多兴趣和积
累， 参加艺术考试只是因为学
习成绩平平， 想更加容易些考
取高校———近年来， 随着艺术
类高等院校的扩招， “艺考”

似乎成为越来越多高考生走进
高校的“终南捷径”。

以山西省为例， 据教育部
门统计，

２００８

年全省报考高校
艺术类专业的考生

４．３

万人，

比
２００７

年增加
１

万多人。

在山西大学一家美术招生
培训班门前， 来自山西忻州的
刘燕在家人的陪同下来此报
名。 刘燕今年升高三， 之前没
有任何美术基础， 在这里接受
为期

７

个月的美术培训后， 将
走上艺术招生的考场。

记者在这家培训班了解
到， 像刘燕这样无任何美术基
础、 以通过艺术考试为目的的
考生， 占到整个培训班的

７０％

。 除了支付数千元至上万
元不等的学费外， 外地来的学
生还要支付数额不等的食宿费
用。 但是他们告诉记者， 家人
对此都非常支持， 尽管他们当
中有不少来自收入较低的农村
家庭。

高考落榜生张迪在复读时
选择了明年参加艺术类高考。

她告诉记者， 如果她的艺术专
业课通过了， 明年她只要文化
课成绩稍有提高， 就有望被一
本院校录取。

一位去年参加艺术考试落
榜的学生告诉记者， 在山东，

“艺考” 人数最多的时候，

“临考前连个住的地方都找不
到”。

在真正的艺术爱好者看
来， 这些参加培训的学生是
“披着内行外衣的外行”。 自幼
学习双簧、 曾在全国比赛中获
得名次的严锴说： “在考试的
重压之下， 这种靠短时间狠
练、 临时上战场的做法， 容易
使学生对艺术产生反感， 对艺
术本身也是一种亵渎。”

“黑画室”背后隐藏暴利

想要速成， 就得参加以应
试为目的的培训班。 在广阔的
市场前景下， 众多良莠不齐的
培训班应运而生。

走进山西大学附近的许西
街， 相隔不远就能看到一家高
考艺术培训班。 当记者要求看
其办学资格证件时， 这些培训
班多数不能提供。

不少培训班就设在条件简
陋的旅馆里， 学生们在美容美
发店和餐馆楼上学习。 在“生

意好” 的培训班“教室” 里，

记者看到每个学生人均占地面
积不到

１

平方米， 人人站立，

支个画板， 除此再无余地。

条件虽简陋， 收费却不含
糊。 每月

８００

元到
１６００

元不
等。 有些“资质较深” 的长期
班收费在

１．５

万元左右， 并且
要求学生一次交清。 一个培训
班学生少则数十人， 多的达到
２００

人。

几个月的速成培训， 真的
就能与有着良好根基的艺术特
长生形成竞争优势吗？ 面对记
者的疑问， 几乎每一家培训班
都能拿出自己的历年学生成
绩， 并称进入某艺术院校的考
生也是没有任何基础的， 只要
认真学就能通过。

然而这些慕名而来的学生
和家长并不清楚， 很多培训班
的主办者和教学者并不像他们
想象的那样“硬气”。 记者在
采访时发现， 为招徕生源， 不
少培训班打出某某名师主教的
招牌， 而在实际授课中， “名
师” 只是挂个头衔或者露个脸
就消失不见， 大部分课程是由
在校的艺术本科生和研究生来
负责的。

太原师范学院美术系教授
胡建锋将“黑画室” 的种种骗
局归纳如下： 进行“保证学生
专业考试合格” 或“升学率达
到

100%

” 等虚假宣传； 打出
“中榜考生” 学籍所在地学校
老师推荐名义； 用低学费的幌
子诱骗学生； “小班授课， 一
对一辅导”； “高考评卷教师”

亲自授课； 与招生学校关系
熟， 高考时可为考生与招生学
校拉关系； 列举所谓的“中榜

考生” 辉煌成绩等。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山西
大学美术学院应届毕业生本科
就读期间， 就曾在培训班教过
课， 月收入为

１０００

元。 他告
诉记者， 受就业压力的影响，

不少同学毕业之后现有的工作
也是继续在辅导班教课。

记者在采访中得知， 有些
艺术招生培训班还利用各种关
系拉拢高中的班主任、 美术老
师和校领导， 通过给高额回扣
的办法招揽生源。 在利益驱动
下， 有些教师甚至宣扬“艺
考” 如何容易， 变相动员学生
去培训班学习。

“艺考”合格证绝非“升
学王牌”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 很多
学生甚至不惜放弃高二、 高三
的宝贵学习时间， 花费大量金
钱， 到异地报名参加艺术培
训。 而他们作出如此选择， 就
是冲着一张“艺考” 合格证。

“艺考” 合格证究竟为何
物？ 记者从教育部门了解到，

高考文化课考试结束后， “艺
考” 合格证是艺术类考生填报
志愿的资格条件之一。 合格证
的发放权掌握在招生学校手
中， 考生须经过一定程序的专
业考试， 成绩合格后由学校寄
达考生本人。

换言之， 社会上的任何培
训机构并不掌握合格证的发放
权。 但是， 很多学生和家长对
此规定并不清楚。 令他们心动
的， 是有些培训班声称“有门
路” 能拿到合格证。 有些“门
路” 人士甚至“明码标价”：

３

万元保证考生拿到合格证。

高价换取的合格证到底分
量如何？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教育部教
学厅下达文件明文规定： “合
格证书发放量不应超过本校招
生计划的

4

倍”。 然而， 一位
行内人士告诉记者， 目前一些
招生学校超数量发放合格证相
当普遍。 据介绍，

２００８

年辽宁
师范大学在山西发放的合格证
数量达到

１０００

个， 实际上国
家规定其招生人数仅为几十
人。 很多学生以为拿到合格证
就是吃了“定心丸”， 事实上
排在几十名之后的“合格” 考
生被录取的希望非常渺茫。

有关人士分析认为， 招生
学校这样做的目的首先在于吸
引更多生源， 从报名费中获得
高额收入； 其次是想吸引优秀
生第一志愿报考本校。 与之相
反， 包括中国美院在内的很多
高等艺术类院校非常规范， 不
需要在这方面“做文章”。

记者从山西省教育厅了解
到， 在“艺考” 合格证的发放
管理方面， 有关部门对不规范

行为的查处， 需要依据受害学
生的投诉， 而学生一来不清楚
“底细”， 二则没有这种意识。

教育主管部门有关受访人
士表示， 以上种种不规范办学
现象产生的根源， 还在于有关
监管法律法规的缺失。 此外，

执法力量有限、 执法力度不
够， 也是造成查处不力的因素
之一。 “数量太多， 地址分
散， 说关就关， 执法人员一走
就开。” 以培训班为例， 正规
办学机构须具备相关办学条件
后提出申请， 经教育部门审
核， 由教育、 民政等部门联合
发证后才可办学。 而近年来的
非法办学案例显示， 社会上的
各种艺术招生培训班多属非法
办学。 在被查处后， 办学方多
采用更改培训班名称、 更换办
学地点等方式“另起炉灶” 。

为此， 教育部门提示， 考生和
家长不可视“艺考” 为高考
“筹码”， 选择要十分慎重。

（新华社太原10月4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