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说 句1
不是说人太多，茶座就能让大家坐吗？
记者了解到，餐车有不成文的规定，即在列车严重超员

的情况下，列车长会让乘务员把茶座收拾出来让给乘客来
坐。那什么样的情况算是“明显超员”？业内人士的解释是：
餐车都已经坐满了，但还有许多乘客站着。

6

88元的最低消费，物价部门批准了吗？
记者致电了京铁茶文化服务有限公司。该公司客服人员

告诉记者，茶的生产商是福建平月茶业，高铁上茶的价格都是
经过铁路局批准的。记者询问有没有经过物价部门的批准，
客服人员表示不清楚。

5

是不是所有列车餐车都有茶座服务？
记者调查发现，只有北京、济南等铁路局部分列车上有

“茶座”服务，有的列车上的茶座最低消费是99元。定价为何不
统一？价格又是由谁来定？记者了解到，列车上经营项目由各
个铁路局来负责，有的铁路局允许做某项经营、有的不允许。

4

12306说餐车必须消费，又有何条款？
没有餐车消费的规定，是不是意味着列车员有权屡次推

销甚至强制购买产品？铁路总公司12306热线客服人员表示，
按规定坐餐车座位必须消费。记者追问这依据的是哪个规
定，客服人员让记者“稍等”了很久，然后说没查到。

3

不买茶不能坐，依据的是哪条规定？
没有座位票的旅客不点东西的话，能不能坐餐车？在餐车

必须点茶才能坐“茶座”吗？对于这些问题，记者多方采访获
悉，铁路总公司并没有任何关于餐车消费方面的规定。

2

官方不早说过不能买卖餐车座位吗？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2007年，当时的铁道部新闻发言人

曾在公开采访中表示，列车餐车是供旅客用餐的，如果餐车
改为其他的用途，来买卖座位，肯定是不符合规定的。如果
发现违规情况，可以拨打12306向铁路监察部门举报。

1

列车超员还在卖茶，旅客投诉有用吗？
如果严重超员乘务员还在卖茶，旅客可以投诉吗？记者

了解到，铁路方面并没有法规条文对餐车售卖食品予以规
范。即便乘客向12306热线投诉了，可能也并没有什么用
处。业内人士透露说，乘务员卖力推销，可能因有“提成”。

七问“买茶”

7

还有槽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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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购买我公司览山丽景小区房产的客户张

明安，请您于2015年9月6日前到我公司办理
商品房买卖合同和缴纳剩余房款，逾期将按
双方已签订协议承担相应责任，并且我公司
将依据有关规定对此房产进行调整。

平顶山市鸿瑞置业有限公司
2015年9月1日

声 明
我公司于 2015 年 6 月 21 日委托程敏强

（身份证号：330724196812242914）先生与河南
宝丰县煌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劳务承
包合同，我公司仅对该合同承担法律权利与
义务。程敏强先生的其他行为均属个人行
为，我公司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所产生的任
何后果均由其个人承担。特此声明
河南省中强路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南阳分公司

公 告
2015 年平顶山市秋季人才

交流大会定于9月 15日-16日在
平顶山人才市场举办，即日起开
始报名，欢迎各用人单位和各类
求职人员届时参加。

地址：南环路河滨公园南门
西50米路南

联系电话：4996833
网址：www.pdsjob.cn

平顶山市人才交流中心
2015年8月25日

招聘发行员
因报纸发行需要，平

顶山日报传媒集团发行部
面向社会招聘发行员。条
件如下：1.身心健康，品行
端正，吃苦耐劳，热爱发行
事业；2.年龄在 20岁至 45
岁之间，男女不限。

报名地点：
平顶山日报传媒集团发行部

电话：13137748737
15993559509

餐车卖茶的背后，隐藏着关
于投诉的悖论。

2007 年，当时的铁道部就强
调，餐车改其他用途买卖座位的
可以投诉，可是记者在采访中，业
内人士明确表示，即使向 12306
投诉可能也没用。

原因很简单，铁路部门没有
任何关于餐车就餐消费的规定，
在售卖食品方面也没有法规条
文，甚至在何种情况下应该把茶
座收拾出来让乘客乘坐，也只有
一个“不成文的规矩”。这样的结
果就是：高铁餐车“卖茶”，游走在
违规和不违规的边界上。

我们报道这个怪现象，目的
是能让关于餐车的相关规定更加
细化，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应该
有明确的限制。毕竟，铁路虽然
改成了公司，但提供的却是公共
服务，逐利至少不应该是唯一的
目的。 （杨紫）

一句没有规定
不应是卖茶的理由

坐高铁餐车得花88元买杯茶
12306客服称不清楚是否经物价部门批准

上周二，南京市民罗先生
投诉称，自己在乘坐G3次列
车从北京南站前往南京南站
时，在餐车上遭遇“强制消
费”——如果坐在餐车里，就必
须要买一杯价值 88 元的茶
水。罗先生不想买，但乘务员

屡次推销，最后他不胜其烦便
买了一杯。

高铁餐车为何变成了“茶
座”？为什么乘务员要“强制推
销”？一杯88元的茶究竟长什
么样？是不是所有的列车都有
这个项目？记者展开了调查。

近日，扬子晚报记者在徐州
东站登上了G115次列车，这趟列
车共16节车厢，餐车在9号车厢。
由于无座旅客很多，又正值饭点，
大家都想去餐车吃个饭。所以车
门刚打开，餐车瞬间就挤满了人，
还有不少旅客站在过道上。

记者运气比较好，坐到靠近
车厢连接处的一处座位。正准备
买饭，一名乘务员拿来了张“茶
单”，告诉记者及其余3名乘客：

“这里是茶座，必须点茶才能坐。”
记者看“茶单”发现，上面只

有按“盒”和“条”卖的茶叶，并没
有按“杯”卖。记者询问乘务员具
体价格，乘务员回答，最便宜的一
杯茶88元，也可以三到四个人合
点一壶，一壶最低300元。

坐在记者对面的一位徐州乘
客表示不想买，乘务员露出了很
为难的表情，告知不买茶就不能
坐在这里。于是那位乘客说：“我
先看看茶单吧。”就在看茶单的过
程中，乘务员不时地前来催促有
没有点好，来来回回共四五遍。
最后，这位徐州乘客无奈地点了
一杯88元的茶。记者看到，这杯
价值88元的茶，就用一个一次性
纸杯盛着，上面飘着一小撮茶叶。

“如果不想买茶，可以不坐茶
座，坐在吃饭的座位。”乘务员说，
这节车厢共有 10个餐桌，其中4
个被改成了“茶座”，只有喝茶的
乘客才能在这里坐。但记者看
到，当天车厢里每个位置都坐满
了人，还有不少人站在过道里。

餐桌改成茶座，不花钱就别坐

记者问乘务员：“如果我不点
茶，去买份饭吃，能不能坐在这
里？”“暂时可以坐，但你吃完饭还
得把位置让出来。”乘务员说。

记者隔壁桌的 4 名乘客是
“屡劝不买”型，但乘务员并没有
放弃。“我先把一次性杯子放在你
面前。”说着，乘务员还在杯子里
面放上了茶叶。“这个最低消费太
贵了，最低88元，真是买不起，再
说被逼着买了心里也堵得慌。”隔

壁餐桌一位乘客对乘务员说。
在乘务员的连番“轰炸”下，

有不少旅客无奈地掏了腰包。“没
办法，我只买到了站票，又吃过午
饭，行李多腿还不太好，本想来餐
车点些便宜的零食饮料，一路坐
到南京，没想到非得点那么贵的
茶。”南京乘客顾先生说，“早知道
直接买一等座了，徐州到南京二
等座票价是149元，加上88元的
茶，跟254元的一等座差不多了。”

站票喝杯茶，不如买一等座

采访当天，记者想在G115次
列车上买份盒饭，但没想到到了
柜台，却发现只有 65 元和 95 元
两种价位的盒饭。铁路总公司在
《动车组列车服务质量标准》中明
确要求，要保证旅客列车有2元
以下矿泉水、15元以下盒饭等供
应，且不得断供，但该趟列车没有
15元的盒饭，工作人员解释是“卖
完了”。

廉价盒饭无踪影
最低要卖65元

北京中银南京律师事务分所
律师周健认为，如果旅客没有消
费活动却占据餐车座位，不仅可
能影响他人前来就餐，也对餐车
正常经营产生影响。

周健也表示，动车餐车服务
同样适用于《合同法》与《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餐车如果强行限
制旅客的最低消费，将不被相关
法律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26条第2款、第3款规定：“经
营者不得以格式条款、通知、声
明、店堂告示等方式，做出排除或
者限制消费者权利、减轻或者免
除经营者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
等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
定，不得利用格式条款并借助技
术手段强制交易。格式条款、通
知、声明、店堂告示等含有前款所
列内容的，其内容无效。”

强行限制最低消费
将不被法律保护

律师观点竟有此事

不买茶就没法坐的餐车“茶座”
88元一杯的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