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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万象

巴西派逾4万士兵
赴亚马孙雨林救火

巴西军方迄今派超过4万名士
兵奔赴亚马孙雨林救火。

巴西研究机构24日报告，亚马
孙雨林新增1600多处着火点。

巴西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23
日授权军方参与亚马孙雨林灭火，巴
西6个州次日请求军方援助。

巴西国防部长费尔南多·阿泽维
多24日说，大约4.4万名士兵可以参
与灭火，正赶往罗赖马、朗多尼亚、托
坎廷斯等6州。路透社以巴西军队
总参谋长劳尔·博特略为消息源报
道，那些士兵已经部署在亚马孙雨林
北部地区。

按照阿泽维多的说法，巴西军队
将集中在特定区域灭火。700名士兵
将在朗多尼亚州首府波多韦柳周边
执行任务。军方将出动两架C-130
型“大力神”运输机，每一架次可以运
送1.2万升水。

尽管博索纳罗24日告诉媒体记
者亚马孙雨林“回归常态”，研究机构
仍然报告发现新的着火点。

巴西国家太空研究院的数据显
示，超过半数的着火点集中在亚马孙
盆地，22日至23日新增大约1663处
着火点。 据新华社电

韩国独岛军演
日本抗议

韩国军方25日在独岛（日本称
“竹岛”）附近海域开始为期两天的军
事演习。

日本方面抗议，“强烈敦促”韩方
停止军演。

韩国海军宣布，演习包括海陆空
三军。韩联社报道，韩军10艘军舰、
10 架战机参与演习，包括“世宗大
王”号宙斯盾驱逐舰和F-15K型战斗
机。以海军军官为来源，报道说参演
的整体军力“与往年水平相比翻了一
番”。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发言人高旼
廷在记者会上说，演习带有常规性
质，旨在提高军方应对“各方”、不仅
是日本潜在威胁的能力，媒体不要赋
予过多“政治”意义。

韩国通常每年6月和12月在独
岛军演。记者问及今年演习的时间，
高旼廷说，时间安排考虑天气条件以
及“其他各种”因素。

韩国方面从1986年开始在独岛
举行军事演习，去年6月和12月分别
演习两天。

日本外务省向韩国方面提出抗
议，要求韩方停止军演。

共同社报道，日方对韩方军演表
示“深深的遗憾”，“强烈敦促”韩方停
止演习，称这一岛屿是日本固有领
土。

独岛位于朝鲜半岛东部海域。
本月早些时候，韩方抗议日方在2020
年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网站地图中
把独岛标为日本领土。

日韩本月先后把对方清出可获
得贸易便利国家的“白色清单”，致使
争端升级。韩国政府22日宣布不再
与日本续签《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进
一步加剧双方对立。 据新华社电

卫生管理瘫痪
安全隐患重大

根据文旅部门披露信息，5家被
“摘星”饭店分别为天津燕园国际大
酒店（原喜来登大酒店）、天津滨海假
日酒店、上海裕景大饭店、重庆希尔
顿酒店、重庆典雅戴斯国际大酒店；
另还有分别位于辽宁、重庆、上海、天
津、河南的多家酒店被限期12个月
整改。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
此次被处理五星级饭店存在的主要
问题有：一是消防器材老旧失效，
消防通道无法正常使用，安保、泳
池安全员等不到位。二是卫生问题
突出。消毒间配备不到位，公共区
域、客房、餐厅卫生管理不达标。
三是部分设施设备因维修保养不力
无法正常使用，标识系统老化。四
是员工服务意识淡薄、服务技能不
足，不能严格按照标准要求提供相
应服务。

记者调查发现，被“摘星”的重庆
典雅戴斯国际大酒店就存在无礼宾
服务、客房空气质量差、后台区域维
护缺失破损严重、卫生管理瘫痪、设
施设备陈旧等问题。重庆希尔顿酒
店也因必备服务项目缺失、卫生消防
不达标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服务不规
范等问题被“摘星”。

上海市旅游饭店星级评定委员
会主任黄铁民告诉记者，上海1家被

“摘星”、5家须限期整改酒店的问题
也都集中在安全生产管理、卫生操作
规范、一线员工服务规范和必备项目
缺失等方面。

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介绍，
该部今年1月至7月已分三轮对十
个重点省份的部分五星级饭店进行
了暗访检查，已对20家五星级饭店
做出取消星级的处理。

“五星”变“无星”
饭店在乎吗？

长期以来，获评“五星级”被认为
是饭店硬件与服务品质优异的保
证。“摘星”让“五星”变“无星”，能有
效触动相关不达标饭店积极整改吗？

一家旅行社负责人告诉记者，饭
店被“摘星”后可能丢掉部分高利润
的高端需求市场。一些高端饭店在

“摘星”后，客流量大幅下滑。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

学院院长、国家级星评员谷慧敏认
为，星级评定事关国家标准，“摘星”
就是要通过维护标准的权威性，维护
饭店服务品质，用“有进有出”来保障
行业健康发展。

但不少业内人士也表示，当前
“摘星”对高档饭店的影响力已明显
削弱。甚至有星级饭店主动申请“摘
星”或“自定义”为“豪华”规避星级评
定标准的约束。

记者发现，有大量饭店，特别是
高档饭店游离于我国星级评价体系
之外。据文化和旅游部市场司景区
和旅游住宿业监管处处长刘瀛介绍，
商务部统计的全国住宿企业超过50

万家，而星级饭店仅有11000家。据
记者调查，仅上海一地，达到“五星级
价格”的“豪华”饭店数量是拥有五星
评级饭店数量的两三倍。此前被曝
光存在“浴巾擦厕所”“马桶刷刷茶
杯”的一些高档饭店，就存在“无星可
摘”的情况。

另外，由于信息披露等方面原
因，“摘星”压力往往不能有效传导到
市场端形成经营压力，不少“差评”饭
店仍“客似云来”。记者发现，北京长
安大饭店、淄博世纪大酒店等此前被

“摘星”饭店仍预订紧俏，北京某温泉
度假酒店工作人员甚至向记者表示

“摘星后饭店价格没有任何调整”。

星评制度存在
三方面“短板”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相关工作
负责人处了解到，中国旅游饭店业协
会是当前星级评定、复核相关工作的
具体承担单位，相当于全国星评委常
设办事机构。

“星级评定制度面临着持续萎靡
的风险。”中国旅游协会副会长、中国
旅游饭店业协会会长张润钢坦言，目
前，饭店星级评定标准已不能适应行
业发展的需要。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认为，
目前国内很多涉及旅游住宿服务的
标准和质量判定，尚无法律法规可
依，仍主要靠行业惯例、行业标准和

企业自检。旅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也仅做原则性规定，惩罚力度也不
足。另外，专家还指出，当前不少星
级评定机构存在缺少认证资质的法
律隐患。

张润钢称，饭店星级评定本是住
宿行业区分等级的一种技术手段，专
业性很强。但现实中容易受到其他
因素干扰，比如在有些地方，相关部
门为彰显政绩，催生出了大批本不具
备五星级条件却硬性开业的饭店，大
大削弱了星级的含金量。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现行做法是
按行政级别来决定评定星级饭店等
级的权限：国家评五星，省级评四星，
地市评三星。专家指出，这样的做法
是过去行政主导模式的“遗迹”，既难
以有效配置资源，也难以适应市场发
展的需要。

张润钢等专家建议，市场化改
革是星评制度的出路。一是由市
场化程度较高的专业认证机构实
施评定；二是应主动纳入国家认证
认可监管体系，通过推进星评标准
的市场化、专业化来擦亮“星级品
牌”。

文化和旅游部方面表示，将对五
星级饭店进行“全覆盖、双随机、常态
化”暗访检查，同时加大标准引领力
度，修订《旅游饭店星级的划分与评
定》国家标准等。

据新华社电

多地五星级饭店被“摘星”

“官方差评”能治饭店“星”病？
“价格五颗星，设施五成新，服务不走心。”近年来，一些五星级饭店名不副实，不仅让消费

者闹心，也不利于进一步激发文化和旅游消费潜力。
8月19日，全国旅游星级饭店评定委员会发布公告，决定取消部分五星级旅游饭店资

格。被“摘星”的酒店存在哪些严重问题？“摘星”处理有实效吗？新华社记者就此展开调查。

新华社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