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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旅游业内人士认为，这
些旅游公司组织社区老年人参
加所谓“高品质特价游”，而旅游
的大多数时间都是在购物，许多
游客被绑架消费。参加这种低
价团的游客，所花费用一点儿不
比正常旅游团花的费用少，且旅
游品质很差。

在高阿姨看来，低价格常让
她冲昏了头脑，总是想着占低价
团的便宜。

这名业内人士表示，明显低
于市场价的旅游，组织方是不提
供旅游合同的。出游后如果游
客不满意，向旅游主管部门投
诉，也会因未签旅游合同，只能
吃哑巴亏。

高阿姨参加的旅行团为目
前新的“忽悠方式”。据业内人
士介绍，这类旅游团，旅行社等
方面均不出面，只委派一名领
队在社区进行宣传，通过互相介
绍、加入微信群等方式发展游
客。出行中，也不与地接旅行社
签订合同，甚至没有地接旅行
社。一旦游客在购物环节被骗，
买到假货、劣质货，或者出现一
些意外情况时，因游客未与组织
方签订合同，组织方也未与地接
旅行社签订合同，使得出现了投
诉无门的状况，想要退货也是非
常困难。“在签订合同时，应该看
清楚最低成团人数、交通、住宿、
餐饮、购物次数、自费项目等事
宜的安排。”

老孙从事导游 16 年，在他
看来，一些旅行社为了追求利润
最大化，与当地购物店勾结，把
目光盯在社区退休居民身上，用
低价游诱惑老年人上当。

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卢明
生认为，希望旅游监管部门重
视类似组织老年人参团的旅游
活动，保护消费者的利益。老
年人也要提高自我保护意识，
主动抵制、不参与低于成本价
的旅游。

（赵喜斌）

只有领队在前
旅行社躲后边

逛仿古小镇 买三无产品

“三无游”盯上社区老年人

61 岁的高阿姨退休后，热衷于旅
游，在社区老姐妹、同学的推荐下，开
始加入了北京周边游。旅游组织方打
出了“高品质游”的幌子：老年人只花
费 100 多元，就可享受车接车送、管吃
管玩。

北京晚报记者了解到，为了招揽
游客，一些旅游组织将目光盯上了社
区退休的大爷大妈们，以低于成本的
价格吸引他们参与其组织的旅游团。
高阿姨多次参加这样的旅游活动，每
次回到家都会买一些小礼品、特产、生
活用品……不过，高阿姨总是将这些
物品藏在柜子里，担心女儿发现。

北京晚报记者调查发现，所谓“低
价高品质”的周边游，其旅游目的地多
是北京周边的人造仿古小镇，旅游的
目的也是为了让老年人在此购物。而
此类旅游活动无合同、无保障、无法投
诉，成为针对老年人的“三无游”。

“120元北京周边一日游，还管一
顿午饭”，不久前，61岁的北京市民高
阿姨在跳广场舞的时候，听到了社区
邻居的推荐，颇为心动。退休后闲来
无事的高阿姨说：“我也想出去转转，
这个价格不高，还是邻居推荐的，我觉
着应该可以。”

高阿姨被拉进一个微信群，群里
有上百位老年人，一名微信名为“开
心平安旅游”的组织者不定时地在群
中发出旅游信息。如果新进群的老
年人尤其是喜欢旅游但没有绑定银
行卡的，可以与她私聊。“主要是教我
们怎么绑定银行卡，这个旅游的付款
方式就是通过微信或者支付宝。”高
阿姨通过微信，支付了旅游所需的费
用。

北京晚报记者调查发现，“开心平
安旅游”的线路多集中在北京周边，费
用从一百多元至 280元不等，也有云
南等外地旅游项目，五六天的行程费

用在六七百元。“吃住行都包括了，这
个价格对老年人来说，诱惑力很大。”
高阿姨看了报价后，决定参加北京周
边游。

发至微信群的旅游行程中，并未
写明详细的行程和景点，只注明有几
个购物点。“对于购物，我大不了不买
就行了。”出发前，高阿姨抱着只逛不
买的心态。

早上 7点半，一辆租来的大巴车
停在了北四环附近的一个公交站前，
高阿姨与几位老姐妹匆匆上车，发现
车里已经坐了二三十名老年人。目的
地是京郊的一个小镇。“每次都是在几
个公交站把老年人接上，坐满了之后
就去目的地。”

上车之后，导游并未向高阿姨提
供详细行程，也并未提供合同。“大多
老人都不太懂这些，不知道出去玩还
得签合同。我算是这里面年轻的了，
年龄大的老人可能更不明白这些。”

一切网络转账 不签任何合同

虽未写明详细行程，但是 3个购
物点却明确告知。

到了小镇之后，高阿姨发现这里
并非传统小镇，而是人造小镇。看似
古朴的小镇，都是新建的仿古建筑，在
这些青砖绿瓦的建筑中，开有不同类
型的店铺，沿街也有许多叫卖的小
摊。小镇旅游也变成了在仿古的人造
小镇中逛着不同的店铺。可以逛的景
点基本都是仿古建筑，在其周围拍拍
照而已。

竹炭生活馆、特产店、礼品店、丝
绸店……每个店停留的时间都不低于
一个小时。“在逛了两个店之后，老年
人都喊累，导游看这样的情况，安排了
自由活动。然后就是吃一顿很简单的
午饭。”

下午的项目仍旧是逛店，老年人
逛店的兴致并未减退，每家店铺都会
有人对产品进行演示，演示的内容也
是针对老年人关心的健康等问题，突
出了产品对某种疾病的作用。老年人

频频发问，演示现场也颇为热闹。
演示结束后，老年人就会在店内

自由选购，每个柜台前都有一两名销
售人员再次向老年人进行推销。结账
时，一个手牌连同所选产品一同交到
收款处，以此记录每名老年人购物的
金额。

“每名老年人的消费至少在几百
元，多的能在一两千元。”高阿姨说，自
己并未坚守住出发前坚决不购物的想
法，“很多老年人在一起，东一句西一
句的，就糊里糊涂地跟着买了。”

“我发现家里多了一些乱七八糟
的东西，就问老太太，她说是旅游时候
买的。”高阿姨的女儿检查了产品发
现，绝大多数产品只有简单的包装，未
标明产品的生产商、生产许可标识等
信息，“几乎都是三无产品，这样的东
西买回来之后，老太太总藏在柜子里，
担心我看到。除了这些产品，还有就
是旅行的安全没有保障，常有老人在
旅游中磕伤、扭伤的情况。”

旅行就是购物 安全也无保障

每隔几天，高阿姨的女儿就
回到娘家，查看母亲的微信内容，

“微信群里旅游的信息不断出现，
不仅仅在北京周边了，开始要去
云南、华东旅游了，而且报价都只
有几百元，连机票钱都不够。”

“任凭我怎么劝，人家就是不
听我的。”高阿姨的女儿发现，高
阿姨还将此类旅游信息转发到几
个同学群中，有很多人也很关
注。“她们都以为这么低的价格，
是占便宜去了。”

国家旅游局服务热线一名工
作人员表示，对旅行社的非法行
为举报，需要提供旅行社名称以
及相关的旅行合同。对于低价游
旅行社，旅游局在不断进行打
击。但是，高阿姨的女儿无法提
供旅行社的名称以及相关合同。

国家旅游局服务热线一名工
作人员提醒称，出门旅游要谨防

“不合理低价游”的“价格陷阱”，
并警惕购物场所虚假宣传，诱导
或欺骗消费等。在旅行中，需要
注意保留旅游合同、付款收据、购
物发票等凭证，作为后续维权的
证据。旅游购物时要索取与购物
企业同名的发票。

“我向其他执法部门举报，
但是得到的答复是没有涉及诈
骗、伤害等行为，对此类情况也
无法查办。”高阿姨的女儿只有
盯住母亲，不让她再参加这样的
低价游。“几乎就是在打擦边球，
购买的东西数额不大。如果一
花几万块钱的话，老年人也很难
再去第二次、第三次。每次几百
上千元的购物花费，让旅行的组
织者得到了细水长流的效果。
没有合同，网上转账，低价诱惑，
也让老年人在维权的时候愈发
艰难。”

高阿姨所在团的旅行组织者
告诉北京晚报记者，旅行社主要
做老年人的旅游项目，低价的原
因在于旅行社可以拿到低价的机
票等，省出了大量的费用，让更多
的老年人走出家门，享受旅游。

投诉无合同
处处都在擦边

无保障

市民提供给记者的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