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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山东省东平县，大宋不夜城里灯
影摇曳、游人如织。古朴典雅的建筑风
格，扑面而来的历史气息，古色古香的店
铺陈设，让人仿佛穿越时空，身临其境般
感受繁盛的宋代市井生活。

大宋不夜城为何能火起来？答案
藏在“夜”字里。历史上，宋代夜间经济
兴盛，苏轼曾以“名都信繁会，千指调笙
簧”描绘当年东平地区的繁华。现在，
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追求品质生活，夜经
济日益呈现消费新图景。古今交融，形
式创新，契合了现实需求，打开了市场
空间。

古城那么多，开发好、整合好、推介
好独特资源，才能抢得先机、赢得人气。

东平县充分利用自然和人文资源禀赋，将
环东平湖 84 公里景区景点串珠成链、分
流互融，营造出移步即景的效果；修葺白
佛山隋代佛窟造像、“运河之心”遗址戴村
坝以及水浒文化遗存，让人文资源焕发新
光彩。实践表明，立足自身特色、优势，强
化资源整合、融合，做好开发与保护两篇
文章，把文旅资源摆对位置，就能释放发
展新活力。

旅游资源丰厚，不代表文旅产业就一
定发达。面对人们日益增长的消费新期
待，文旅产业还需积极转型升级，不断探
索发展新模式、新业态。大宋不夜城的前
身是水浒影视城。当时，多地影视城同质
化竞争，对游客吸引力不断降低。东平县

转变思路，与陕西省西安市大唐不夜城景
区运营方合作，升级改造影视城，打造集
古镇风情与宋文化街区于一体的景区，并
创新授权委托机制、精准招商引资，收效
显著。文旅发展日新月异，变化的是消费
需求、运营机制，不变的是创新精神、服务
意识。把握好“变”与“不变”，尊重规律、
不懈创新，有利于推动文旅业态迭代升
级、增强生命力。

今年“五一”假期，不少小而美的县
域景点成为游客热门打卡地。顺势而为，
因势利导，立足实际促进多产业、多业态
融合，才能助力“县域文旅热”不断持续下
去。从现实来看，一些地方将文旅与体育
赛事、农业景观、工业遗存等结合起来，打

造高品质文旅项目，取得良好效果。在这
个过程中，县域治理水平也应随之提升。
从完善基础设施，到强化服务配套，再到
优化营商环境，都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强
化县域综合治理，做好服务提质工作，就
能为文旅热起来、火起来提供有力支撑，
让游客更满意。

夜幕降临，行走在东平县的大宋不夜
城，只见演员们身着汉服，或彩袖翩跹，或
抚琴吟诗……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底
色，古今交融的演出令人陶醉。持续加大
高品质文旅产品供给，让文化有活力、旅
游有魅力，县域文旅发展大有可为、大有
作为。

（据《人民日报》）

5 月 19 日零时，“广州 119”报警小程序无障碍救助通
道正式投入使用，旨在为广州地区听力言语障碍人士打造
一条无障碍紧急求助新通道。

点 评：

新通道，“新”在哪？一者，从无到有。当面临危险
或紧急状况时，报警通常是我们的第一反应。然而，部
分人士因语言障碍，只能求助他人。“广州 119”报警小程
序专门开设“言语障碍人士专用通道”，无疑为有需要的
市民打开了一扇全新的窗口。二者，化“繁”为简。手
机登录小程序，报警地址可实时定位，报警类型、内容
等可打钩选择，“无声”报警更高效、更精准，人性化，很
贴心。

“残疾人是社会大家庭的平等成员”。对待残疾人的
态度、在助残事业上的作为，体现着社会的文明程度。“无
声”报警看起来只是做了一点加法，但换位思考，这是事
关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切身利益的大事、要事。世有爱，
行“无碍”。“专区”从无到有，不只是对传统报警渠道的
有力补充，更是对特殊群体理解、尊重、关心、帮助的生
动体现。 （据《广州日报》）

近日，一名老人酒后骑车摔倒，南京小伙杨帆路过主
动上前帮扶，不料反遭老人及家属误解。经调查，最终警
方确认杨帆无责，南京市见义勇为基金会为其颁发了见义
勇为专项奖励金。

点 评：

老人倒地“扶不扶”屡屡成为公众热议话题，有人甚至
戏谑地调侃：到底是老人变坏了，还是坏人变老了？

好心没得到好报令人愤懑，但是否要追究诬陷者责
任，还需理性看待。尊重帮扶老人是文明社会的基本准
则，笔者看来，在依法维护自身权益的同时，还是不要动辄
喊着追究诬陷责任，而应根据具体情况进行综合判断。不
能让见义勇为者心寒，也别想当然谴责被扶老人一定讹
人。有时候，通过沟通、调解等方式解决问题，可能更有利
于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多些善意与理解，社会可能就
会多一些宽容和信任，老人倒地后才有更多的人愿意并且
敢于去扶。

（据《工人日报》）

5 月 16 日，博主“狂飙兄弟”在网络上曝光江苏连云
港某蔬菜海鲜直销市场存在“鬼秤”，商贩暴力围堵销毁
证据，市场管理人员逼迫删除视频。无独有偶，5 月 19
日有网友反映在江苏南京某农贸市场买鱼时遇到“缺斤
短两”，举报维权时却遇到市场管理人员出言不逊、抢摔
手机。

点 评：

两起“鬼秤”事件中，商贩和管理人员的第一反应都是
“捂嘴”。奈何碰上了网络博主这个“硬钉子”，“捂嘴”战术
功亏一篑。

综观近日来的多起消费纠纷，网络博主和短视频平台
成为打假的“生力军”、消费者的“嘴替”，一方面是因为他
们能从普通消费者的视角发现问题，更真实更接地气；另
一方面，他们有一定粉丝基数和社会影响力，能够敦促相
关部门及时介入，让侵权商家“立正挨打”。

整治“缺斤短两”不能单靠网络博主，砸碎“鬼秤”不能
只在曝光之后。普通消费者的举报渠道是否畅通，流程是
否繁琐？所谓的“市场管理人员”受雇于谁、对谁负责？“缺
斤少两”的违法成本是否过低？对这些问题，既要看“单
次”，即处罚和整改是否到位，也要算“总账”，即日常性的
检查和行政执法能否做到“有过必究”。

（据《南方日报》）

王金莲不慎遗失新华保险个人业务保险营销员委托合同，（工号 37929811）特此

声明。

遗失声明

记者近日探访北京十余处商场和景区的公厕后发
现，厕纸领取过程就像“开盲盒”。一些扫码取纸的设备
操作十分繁琐，需在多个界面间反复跳转，关注公众号、
观看 30 秒视频广告才能领到厕纸，要是着急的话只能花
0.99 元购买。

点 评：

设置扫码、关注公众号、看视频广告等一系列繁琐流
程，甚至有人反映需要“十步走”操作、耗时一分半左右
才能取出厕纸，这样的方式不仅不便民，反而让人“急上
加急”。

有律师表示，关注公众号必然搜集用户的个人信息。
对于领厕纸需扫码看视频或花钱买厕纸的做法，应立即
纠正。

小公厕连接大民生，越是细微处，越彰显城市管理
的温度与智慧。比如，有的地方公厕采用感应式取纸设
备，用户只需伸手，便自动感应吐出厕纸，这不仅给人提
供了实实在在的方便，又避免了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
在推广智能取纸设备的同时，还要提高精细化管理水
平。比如不会操作智能手机的老年人遇到内急时，又该
怎么办？

（据《扬子晚报》）

县域文旅热 如何可持续

目前，甘肃已实现营养改善计划农村地区全覆盖，惠及 8097 所学校的 152.8 万名学生，受益学生累计达到 2026.4 万人次。
据统计，甘肃农村义务教育地区学生身高、体重呈增高趋势，生长迟缓率从2012 年的8.0%下降到2.25%。 新华社发

营养改善

据媒体报道，第三轮第二批中央生
态环境保护督察近日集中通报一批典型
案例，包括江西省鄱阳湖保护修复不力，
生态环境问题多发。督察组成员今年 3
月底暗查时发现，江西九江某码头建设
工程违规进行疏浚作业，疏浚船只两次
发生漏油事故，建设单位未采取应急处
置措施，放任油污污染周边湖面。督察
组在现场暗访时看到一头小江豚正在一
片油污中挣扎，当地有关部门工作人员
说“绝对不可能是江豚！它只是条大青
鱼”，后又辩解“是黑鱼或者水獭”，经督
察人员反复说明，该工作人员才承认这
是一只小江豚，说“这只是小概率事件”。

作为全球唯一的江豚淡水亚种、国
家一级保护动物，长江江豚被称作长江
生态的“活化石”和“水中大熊猫”，而鄱
阳湖被誉为长江江豚“最后的堡垒”。新
闻中某码头建设现场距鄱阳湖长江江豚
省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仅 2.7 公里，按照

该省农业农村厅关于该项目的环评报
告，工程水下施工应避开 3 月至 6 月鱼类
繁殖期。建设单位违规作业在先，还放
任油污污染湖面，暴露出重点水域禁捕
要求落实不到位、江豚保护不力问题。
督察组在督察中发现，鄱阳湖区仍然存
在大量人为建造的矮小围堤，同时还有
盗鱼团伙用拉网、电鱼等方式非法捕捞
江豚，督察人员想用无人机拍照时，遭到
盗鱼者的阻挠、威胁。

拒不承认、当面狡辩、阻挠威胁……
近年来，在接受环保督察和后续整改的
过 程 中 ，一 些 地 方 频 频 上 演 类 似“ 戏
码”——事前为接受督察的区域和项目

“整容”“化妆”，事中则遮遮掩掩、敷衍搪
塞，甚至直接关门、封路，事后则玩起消
极整改、虚假整改的套路。

被称为“史上最大规模”的环保督察
曝光了一系列典型案例，其意义重大。
那些上不了台面的小心思、小动作，很可

能会成为相关地方的负面标签，损害地
方形象和职能部门的公信力。公众期待
能有更严格的追责问责机制，让相关责
任人切实挨板子、真肉疼，更好发挥环保
督察制度的监督、震慑作用。

“以闻过则喜的态度诚恳接受、照单
全收，不讲条件、不找借口、不打折扣，进
一步细化实化整改方案，动真碰硬推进
整改”，在这批集中通报中，浙江省也被
曝光了典型案例，上面的话是该省省长 5
月 17 日赴现场调研督导整改工作时的表
态，这也应成为各地迎接环保督察的正
确姿势，成为生态环境治理领域的共识。

作为“啄木鸟”的环保督察工作，其
现实意义不仅是发现、纠治破坏生态环
境的行为，更要揪出一些地方、部门及人
员根深蒂固的“跑偏”的理念。为生态环
境保护扫清理念上的障碍，相关工作才
能更顺利地推进，取得更加令人满意的
成效。 （据《工人日报》）

去年以来，从电影《封神》到殷墟博
物馆新馆开放，网络上掀起一股讨论商
文化的热潮。河南安阳殷墟是商王朝都
城所在地，更是闻名世界的甲骨文的发
祥地。“95 后”女孩李右溪，从职场人转型
成为一名甲骨文科普视频博主，因为发
起了“挑战全网最冷门专业”的话题而走
红网络。“鼎字为何这么萌？”“龙从何而
来？”“中国二字最初的样子”……她用灵
动有趣的讲解，让刻在甲骨和书写在古
籍上的中国文字活了起来，受到越来越
多年轻人的喜欢。

在公众印象中，古老的甲骨文简直
就是等同于“天书”，研究者应该是皓首
穷经的老学者。因此，当“95 后”女孩
李 右溪曝出就读“全网最冷门专业”之
后，迅速引发了网友们的关注。她的经

历和言行，多次上了热搜，也带动了“冷
门”学科的出圈。

近年来，国家非常重视甲骨文等古
文字研究在中华文明传承中的作用，中
国文字博物馆甚至面向社会发出“一字
十万”的“悬赏令”，多次引起社会热议。

“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
甲骨文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成熟文字系
统，也是汉字的源头，目前还有 2/3 的文
字未被考释。由于剩下的甲骨文单字都
是“硬骨头”，破译需要详细论证考据并
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绝非易事。作为
一名甲骨文专业的研究生，李右溪想要
释字还需经过“板凳要坐十年冷”的打
磨，但她把甲骨文“搬”上网，在推广与科
普方面所做出的贡献同样功不可没。

李右溪的视频中不仅讲述了甲骨文

的源头和用途，还通过讲述历史故事和
文化常识，将甲骨文与现代生活联系起
来 ，使 观 众 能 够 感 受 到 古 老 文 化 的 魅
力。从商王也得靠“请客吃饭”与人联络
感情，到“三千年前的一场车祸”和“甲骨
文记录下的千年爱情”，再到“用甲骨文
写的高考作文”，她用创意和热情将甲骨
文以新颖的方式呈现给公众，向观众展
示了每个汉字背后的生命轨迹和故事。

近 年 来 ，通 过 新 媒 体 等 途 径 的 传
播，不少年轻人对甲骨文产生了浓厚的
兴趣，这一定程度上说明，只要方式得
当，“Z 世代”和传统文化之间的联结是
可以建立起来的。希望有更多像李右溪
一样的年轻人能成为传播传统文化的

“新新力量”，以文字为桥梁，让我们与
古人相遇。 （据《北京青年报》）

报警无声，城市有爱

扶老人被讹
要不要追究诬陷者责任？

整治“缺斤短两”
不 能 只 靠 博 主

公厕扫码取纸
岂能让人“急上加急”

“指豚为鱼”背后是环境治理理念“跑偏”

“95后”女孩科普甲骨文出圈文化传承期待更多新力量

5 月 22 日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
的主题为“生物多样性、你我共参与”。

新华社发

保护共同家园

在中国人民大学首届深圳金融论坛
上，国研中心原党组书记马建堂把老年人
分为了“青、中、老”三个层次。其中，60~
70 岁为“青年老年人”。他表示，“60~70
岁的人身体很好，有求职和工作的需要，
要支持这一部分人再就业的需求”。

话题一抛出来，听取“哇”声一片，大
概因为“金喇叭”更多握在年轻人手上的
缘故，我发现，对于这个建议，喝倒彩的人
居多。有人呼吁，“请先给年轻人一些机
会吧”；有人现身说法，“我 40 多岁参加招
聘都讨人嫌”；还有人担心，“哪家企业敢
用老年人？”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我想
说，以其他群体就业情况来质疑老年人再
就业未免失之肤浅，因为老年人再就业乃
大势所趋，不容回避。

让我们放下争论，先看看邻国情况。
截至 2023 年 5 月，韩国老年人口（55 周岁
至 79 周岁）为 1548.1 万人，该年龄段的劳
动参与率为 60.2%，创下历史新高。这意
味着，超过六成老年人还在岗位“发挥余
热”。出现这种境况，未必是韩国老年人
特别爱劳动，而多半是形势所迫、情非得
已：进入老龄化社会，长寿而少子，导致青
年人口减少、劳动力短缺、老年人口抚养
比上升，让社会福利体系全线承压。老年
人再就业，于社会福利体系而言，既开源
又节流，一箭双雕。因此，韩国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相继出台了《禁止雇佣年龄
歧视与促进高龄者就业法》等法律，用法
律为老年人再就业兜底。

一些人特别担心老年人再就业的挤
出效应，此事虽不能完全避免，但也没有
像某些人想象得那么严重。无论智力还
是体力，老年人都无法与年轻人正面“硬
刚”，只能靠经验干一些年轻人不愿意干
或者干不了的工作，根本抢不了年轻人饭
碗。至于老年人再就业的保障缺失，譬
如无法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无法购买
相关保险等，那都是现行劳动制度下的
产 物 ，完 全 可 以 通 过 深 化 改 革 予 以 解
决。譬如，日本于 2021 年 4 月开始实施
修改后的《高龄者雇用安定法》就规定，
企业须为那些原本在 65 岁退休的员工再
就业做好保障。

要说有所期待，那就是这一建议得以
落地之时，相关政策要充分考虑老年人的
身体状况和就业意愿，以及社会的实际需
求和承受能力，别搞一刀切。

（据《广州日报》）

老年人再就业
不容回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