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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视界

香港迪士尼乐园与微信支付

24日达成企业联盟合作，园内超过

280个景点均接入微信支付。游客

可通过微信支付体验迪士尼乐园提

供的一系列“吃、住、玩、买”服务。

微信支付与香港迪士尼当日举

办媒体发布会介绍双方达成的企业

联盟合作：微信支付成为香港迪士

尼官方移动支付合作伙伴，为游客

在园内游玩时提供全方位服务。游

客在计划行程前，可在微信商店购

买香港迪士尼乐园门票、预订酒店，

并提早获知相关信息。在游园过程

中，所有购物和餐饮消费均可使用

微信支付。

记者在乐园纪念品商店付款处

看见有“微信支付”的示意牌。在购

买完纪念品后，游客可出示微信支付

中的付款码，售货人员扫描后就可付

款，收款时自动换算成人民币支付。

乐园售货人员告诉记者，微信支付在

园内开通后，不仅为游客带来了便

利，也提升了她的工作效率。

香港迪士尼乐园度假区行政总

裁刘永基表示，此次与微信支付达

成企业联盟合作，园内开通微信支

付为游客带来极大便利。香港迪士

尼也希望通过微信进一步拓展内地

市场。

腾讯公司副总裁张颖表示，微

信支付作为乐园的重要企业联盟伙

伴，是双方全面开启长期战略合作

的第一步。微信支付在未来将接入

更多新功能，为游客带来更深入的

智慧游园体验。

微信还开通了香港迪士尼乐园

官方微信账号，游客通过微信支付

可享受一系列优惠及便利，如迪士

尼乐园两日门票8.2折、迪士尼酒店

预订 8.1折并赠送 50元红包、餐券

优惠8折等。

微信支付近年来启动跨境业

务。目前，微信支付跨境业务已支

持 25个国家和地区的合规接入，支

持超过13个币种直接交易。

据新华社

香港迪士尼乐园
可使用微信支付

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湖

南凤凰古城因被曝重新收费成为舆

论焦点。从 2009年起，凤凰古城历

经收费、免费几次波折，最终于

2016年 4月 10日暂停收取 148元门

票，转而采用各景点单独收费的模

式。

但近日，有网友称“凤凰古城又

开始收门票了”。微博显示，5月 25
日当天，不少旅游团队的车辆被拦

在了进入凤凰古城前必经的游客中

心，每人必须购买价值 50元的景区

门票后才能进入城区。凤凰县旅文

局负责人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否认

收费。

5月 25日，家住西安的关先生

跟团第三次来到凤凰古城，他报名

的旅行团每人收费 2200元。在前

往古城的路上，导游突然告知所有

游客，进入凤凰古城要额外再交 50
元门票。带队导游解释：“我们并不

是提前得到通知的，如果提前得知，

报名的旅行社就会收取这个费用，

就是因为报名的地方不知道要收

钱，当地旅行社也不知道。我们是

当天临时接到的通知要收取古城维

护费，然后才能进去，换取通行证。

如果没有通行证是进不去的。”

导游所说的通行证在车辆进入

凤凰古城前必经的游客中心领取。

当天，所有开往古城的旅行团车辆

都要先在游客中心按游客人数缴纳

费用，每人 50元。游客拍摄的视频

显示，当时游客中心挤满了人。游

客关先生说：“晚上 8点到达游客中

心后，发现所有大巴停在那里在进

行缴费。”

缴纳费用并出示驾驶证后，旅

行团从工作人员那领取通行证，随

后进入古城，通行证落款方为“凤凰

县旅游工作委员会”。游览结束时，

车辆再前往游客中心归还通行证。

对于旅行团及游客的说法，凤

凰县旅文局局长冯传良接受中国之

声采访，否认收费：“我们进行了国

家、省里、州里对旅游市场规范的

‘利剑行动’整治行动，绝对不会强

制要求游客购买门票才能进古城。

至于是谁收的费用，我想应该是一

些不法旅行社强制要求。”

收钱真的是个别旅行社的行为

吗？记者随机拨打了多个提供凤凰

古城旅游产品的旅行社电话，对方

表示：“凤凰古城（收费）是政策性

的，是当地政府临时做的决定，50
元由当地政府收，并不是我们收。

有时候要收，有时候不要收。即使

要交，这个费用也是我们来交。”

记者查询发现，2017年 10月有

游客称进入凤凰古城时要缴纳 50
元。有时候收、有时候不收，买景区

门票就不收、不买门票就收，游客、

旅行社、商户的说法与政府主管部

门的解释背道而驰。

凤凰县旅文局方面的回应，实

际将自己放在了十分尴尬的位置

上。

正在展开的“利剑行动”要求依

法查处旅行社组织“不合理低价游”

行为、严禁旅行社安排另行付费旅

游项目，如果是“不法旅行团强制要

求收取费用”，显然此次“利剑行动”

效果微弱。游客关先生说：“用什么

标准评判低价团？说是打击低价

团，但实际上一刀切，所有团队都得

交这个钱，这个措施能起到什么效

果？它到底在做什么？”

承认收费可能会引发更大的争

议——尽管已经过去 5年，2013年
的收费事件至今余音未了。

古城内一家客栈老板对记者表

示，此次收费可能是因为有些低价

团进入古城后没有消费，另一家经

营凤凰古城旅游产品的旅行社工作

人员证实，购买古城内的景点门票

就可以不交钱。

凤凰古城官方微博在前天曾转

发一篇长文，其中提到，张家界、长

沙部分旅行社因为短期利益，把凤

凰古城包装成一个赠送景点，蒙骗

误导大量游客，影响恶劣。微博随

后删除，但这其中也许反映了当地

主管部门的想法：古城有景、有投

入、有维护，不该变成其他景点旅行

产品中附赠的走马观花的免费项

目。

旅游专家刘思敏认为，旅游地

区针对旅行团进行合理收费未尝不

可，但前提是遵循国家法律规定。

刘思敏说：“对所有游客收费，对于

凤凰古城这样综合性旅游目的地的

发展可能是不利的，以前全免费，后

来全收费，现在如果过渡到只对团

队收费，确实可能更加合理，特别是

零负团费泛滥、景区免费的情况下，

某种程度上对零负团费能起到防范

作用。但关键在于，地方政府一定

要三思而后行，按照旅游法的规定，

收取门票要开听证会，并且要提前

半年进行公示。”

凤凰古城景区旅游管理服务有

限公司法人代表叶文智曾对媒体表

示，可能以后凤凰古城成熟了，产业

做得很大了，可以把门票收入完全

忽略掉的时候，就可以不用纠缠收

费问题了。那一天如何到来？恐怕

需要认真思索。

据央广网

凤凰古城被曝
“重新收费”
专家：应遵循国家法律规定

记者 康新欣
5月的天，是一年里最温柔

的日子，阳光分外明媚，却不灼

人；细风和煦，吹得行人微醺不

语，柳叶梢儿在一片雪白的柳絮

翻飞中摇曳得更加欢快。去找个

地方走走吧，有人说在西坞有一

个桑园村，这里水波潋滟，太阳映

射下的河面星星点点，沿河信步，

不失为一个好去处。于是挑了一

个宜人的下午，独自前往桑园村。

从城区驱车大约只需 15分
钟便可到达西坞，桑园村便在镇

上。虽不比城区繁华，但它有小

镇的热闹与特色。午后的太阳晒

得人脸颊绯红、昏昏欲睡，街上的

行人并不算多。在西坞有许多弯

弯绕绕的小巷，若是不曾来过的

外人，第一次来此，稍不留心就会

迷路。但纵然小巷再弯绕，它们

的每一条都是相通的，随意从一

条弄堂进去，无需走上多久，就到

桑园村了，恰有种“只缘身在此山

中”的妙趣。

桑园村四面环水，东起直落

江，南至鹰江河，西至东街河，北

至白杜河，是典型的江南水乡小

镇。尽管镇上人来车往、喧嚣不

堪，但是走进小巷内围，瞬间只剩

下静谧，没有扰人的喇叭声、广告

声，远离城市的一切纷扰嘈杂，仿

佛走入油画里的江南小镇，有山

有水有人家。

据村里的老人说，桑园村原称

作双园村，后因村里大部分村民种

桑养蚕营生，一眼望去尽是桑树，仿

佛置身一片巨大的桑林中，才改名

桑园村。如今，村里早已没有了桑

树的身影，只有水乡小镇的清幽。

老人总说，桑园村是西坞的“大儿

子”，不管是面积还是人口数，都是

最大的。据《奉化县地名志》记载，

桑园村最早时称东坞，与西坞对称，

仅一河之隔。

相传，在 700多年前的明朝，西

坞上祖元七公，生二子，长子叫吉

甫，次子叫祥甫。兄弟两人从宁海

紫溪迁徙来此落户，兄吉甫居东河

之东，称东邬，弟祥甫居东河之西，

称西邬（当时邬姓仅此两家，东邬、

西邬只是对邬姓两户的称呼，而非

地名）。明洪武二十四年（公元

1638年），长子吉甫迁往禾家桥，次

子祥甫留居在此，繁衍发族。祥甫，

号解元，人们尊称解元公，就是西坞

始祖老祠堂太公，也是西坞人人口

中喊的老太公。邬氏肇基后，原在

此有 10余村异姓村落相继衰落，唯

邬姓独树一帜，发展成为浙东邬姓

大族，到万历二十三年（公元 1595
年）把姓氏的“邬”，改为地方名的

“坞”，东坞与西坞也因此得名。

放眼望去桑园村，尽是一片碧

波湖水，水在小路、桥头间交错流淌

着，在河埠头，不时能看到在水里洗

衣服的妇女人家，别有一番景致。

河的另一边，是修缮好的沿江步道

和凉亭，午后的太阳不够温柔，老人

们坐在凉亭里闲话家常、打发着饭

后的无聊光景；而步道里，鲜少能看

到有人散步。但是日落西山，晚饭

过后，这里应该就热闹起来了，大人

带着小孩嬉戏玩耍、年轻人牵着宠

物遛弯逗弄，又或是一群妇女跳着

广场舞、唱着戏曲，寻常人家的生活

姿态尽收眼底。

漫步桑园村，可以看到大大小

小的河流，将江南水乡的韵味演绎

得淋漓尽致，为了方便居民出行，河

上密布着各种桥梁。据初步统计，

西坞境内有各种桥梁 300余座，坊

间便有了“百步不离桥的”说法。在

桑园村，最古老的桥当属聚星桥。

据传，早在 700多年前，邬氏祖先来

西坞定居之前，就有镇宝桥之名，因

先祖兄弟两人在安家落户时，分别

住在东河的河东与河西，便搭起木

桥以通往来，俗称“树桥头”，后来改

建石桥，更名为“聚星桥”，含有相聚

之意。

桑园村的小巷里，除了河流与

桥，不时还能看到各种祠堂。一座

祠堂，包含了村民对自己家乡、先祖

的敬爱与感情。大概“东桑园，西菱

堰，祠成名胜地”正是由此而来。步

入一条幽深望不见底的小弄堂里，

有一座不起眼的老宅，大门紧闭，尽

管阳光灿烂，但是仍然遮掩不住宅

子的古老和年代感。宅门上是各种

深深浅浅的缝隙，仿佛时光走过在

这里刻下的皱纹。门上与两边的柱

子尚贴着剥落一半的“福”字与对

联，两盏大红灯笼在门梁上高高挂

起，一红一深的颜色恰形成了鲜明

的对比，久驻门前，似乎能看到在历

史红尘中祠堂的故事。

祠堂本叫聚才堂，但村民爱叫

它花花祠堂，曾经有过一块书有堂

名的牌匾，如今早已不知去向。问

及为何叫花花祠堂，却无人知晓，最

早的说法也早已无从考究，只知道

老祖宗一直如此流传下来。花花祠

堂建于清代早期，至今已有 500余
年的历史，是桑园村最古老的祠

堂。房起房塌，人来人去，无数故事

在这里上演，它看遍了人世间的悲

欢离合、至喜至悲，眼看红事新人

笑，眼看白绫旧人哭，无始无终。守

了 500年，又等下个 500年，不知来

路，不知归途。

桑园人家——

道不尽的水乡故事

旅游资讯

小名片：
桑园村位于西坞街道东

边，西北与高丰村为邻，西与西

仲村为邻，西南与庆南村为

邻。2014 年后，桑园村有村民

小组6个、常住人口4000余人，

其中本村人 1000 余人。现有

耕田 9.6亩，山林 94亩，村里总

面积约1平方公里。

水上光景水上光景

石阶 邬氏祖墓 幽深小巷 祠堂一角

水乡桑园 花花祠堂门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