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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破题？锚定问题去、盯着痛点
改。

——有媒体报道，南昌郊区一个村
的6名干部除了日常的10余类工作，还
要在晚间利用休息时间完成辖区内
4000 多户居民的液化气安全入户排
查。《广州日报》发表评论，县乡之间职责
不清、权责不明是重要原因。基层是国
家治理的最末端、服务群众的最前沿。
只有厘清基层权责清单，健全基层减负
长效机制，才能把“负”真正减下来，让基
层干部“轻装”上阵。

专业本身并无绝对的“冷”“热”之
分，公共讨论中所言的专业冷热，其实更
接近于反映市场对专业人才的需求度的
指标，更直白地说，也即就业前景。

——最近，大学陆续开始发放录取
通知书。一批新工科专业则“高分出
道”，表现火热，成为不少高分考生的首
选。光明网发表评论，大学几年所积累的
专业知识和技能固然重要，但高阶的认知
能力、学习迁移能力、通融见识等可能更
能决定一个人能走多远。与其焦虑专业
选择，不如重新思考并设定自己的成长目
标与规划。以专业为基，但又不为其所

限，在关注就业的同时更关注个人长远发
展，尽可能拓展个人未来发展空间。

对发展中的社会讲解服务，不能简
单“一禁了之”，更不能“听之任之”，应加
强前置监管，制定相应的准入标准和行
为准则，确保讲解内容的准确性与专业
性。

——伴随暑期博物馆热一起被热议
的，还有博物馆非官方讲解服务乱象。
有报道指出，博物馆非官方讲解服务价
格高昂且参差不齐，一些讲解员专业知
识不足，甚至“戏说”历史，将野史、段子
当作正史讲解，严重误导游客的历史认
知，令人忧心。《新华每日电讯》发表评
论，博物馆讲解不应成为“戏说”之地。
面对居高不下的博物馆讲解需求，一方
面需要有更多的“馆”方声音，增加官方
讲解服务频次，提升服务质量，满足更多
游客的需求。与此同时，可推广使用电
子导览系统和其他科技手段，以弥补人
工讲解资源的不足。

清人张潮在《幽梦影》里列出“十
恨”，位列第二的是“恨夏夜有蚊”。
这“恨”，今人当然也心有戚戚焉。蚊
子叮咬不仅令人不堪其扰，更是传播
登革热病毒的主要“凶手”。

蚊子难以彻底消灭，做好预
防，避免被其叮咬，方为“正解”。
生活在深圳的你我，可以按“图”避
其锋芒，远离“蚊子窝”，做到“躲得
起”了。

这“图”，即是“蚊子地图”。近
年来，深圳市疾控中心定期发布“蚊
子地图”，将伊蚊在全市公园、居民
区等“窝点”全部公之于众，精确到
密度多少只，并列出风险等级，督促
各方迅速灭杀，让市民一目了然。

可以说，这既是一份“蚊子地
图”，也是一份登革热“预防地图”。
无论是对市民身体健康，还是公共
卫生安全，都有积极意义。

在全市设置 463 个监测点“数

蚊子”，需要精细的监测，需要绣花
功夫，还要有高度的责任感。有人
称其为贴心的民生地图，也有人夸
赞这是把实事办精办细的典范。“蚊
子地图”虽小，个中蕴含的精细化治
理理念，值得一些部门思考和借鉴。

为民服务，就是要精细化。在
我们身边，类似的“民生地图”并不
少见，比如深圳就有“积水地图”“公
厕地图”等，得到市民好评。我们还
可以扩展思维，比如高温天气频发，
能否绘制“乘凉地图”？停车难令人

“头大”，能否精准推出“停车地图”？
破解一个个民生顽疾，需要的

正是精细化的服务思维。这是把
民生实事办到百姓心坎上的题中
之义。

为民办事就是要精细化
尹传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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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性超越！新能源
乘用车国内月度零售销
量，首次超过传统燃油乘
用车，标志着新能源车正
成为市场主流。

8月8日，中国汽车流
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
席分会公布最新数据显
示，7月份，新能源乘用车
国 内 零 售 渗 透 率 达
51.1%；常规燃油乘用车
零售84万辆，新能源乘用
车零售87.8万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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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假日过半，全国各地出游热度
持续不减。出游人数多，游客的文明素
质参差不齐，不破坏花草树木、不在公众
场合大声喧哗、不在公众场合吸烟等出
游规范，正逐渐成为游客出行的自觉行
为，但依然存在着在景区乱扔垃圾、随意
触摸文物古迹和展品等不文明现象。这
些行为不仅有失个人形象，扰乱了公共
秩序，也给美好的旅途“添堵”。

从一些不文明现象来看，既有景区
安排处理不当等原因，也有个别游客文
明素质不高造成，这些不当行为都会给
期待一次愉悦身心旅途的游客带来负面

情绪和不完美的体验。治理不文明旅游
问题，需要多措并举，从小处着眼，从小
事做起，积极引导和治理，让游客秉持文
明出行理念，将文明规范内化于心、外化
于行，让文明旅游成为新理念、新风尚，
使文明意识深入人心。

舒适方便的公共环境和出行体验，
少不了文明行为细节的积累，它需要社
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也需要每一位游客
用心维护。作为景区管理者，应通过发
放旅游指引手册、开展志愿服务引导等
方式，加强对游客文明旅游行为的引导，
维护景区秩序，倡导游客爱护生态环境，

爱惜公共设施，遵守公共秩序，营造安全
稳定、规范有序的旅游环境。旅游从业
者应履职尽责、文明热情待客、诚信规范
经营，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尊重消费者
权利，争做文明旅游的传播人。而对于
游客来说，要享受文明和谐、安全有序的
旅游环境，既是直接的受益者，也应该是
积极的参与者。在旅途中应提高文明旅
游素质，强化文明旅游意识，遵守当地的
民风民俗、生态环境和文物古迹保护的
相关规定，依序排队、不乱丢垃圾，保持
公共卫生干净整洁，在增强自身的安全
防范意识的同时，积极做文明旅游的践

行者。
路上千般景，最美是文明。文明旅

游，既要靠教育引导，也要靠惩戒约束。
只有将个人道德自觉和制度刚性约束结
合起来，才能刹住各种不文明之风。旅
途中，一步皆是风景，这些风景中应该蕴
含着文明的内涵和底蕴。游客每走一
步，不仅观赏到了祖国最美的自然风景，
也感受到了最浓厚的文明味儿。

文明出游亦美景
李瑞

一处工业遗产，一段发展历程。
承载着工业文明的工业遗产，为社

会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石，也孕育出技能
技艺、精神现象等无形资源，为社会生活
注入文化能量。保护工业遗产，不仅要
活化利用丰富多彩的物质景观，也不能
忽视它所拥有的无形的文化价值。对于
工业遗产中非物质部分，“传播与传承”，
既是保护的目的也是手段。对此，长春
电影制片厂提供了一个富有启发的行动
方案。

长春电影制片厂是新中国电影工业
的“开山之作”，在这个电影工厂里诞生
了“人民电影”的 7 个“第一”。建厂以
来，弘扬爱国主义的革命题材影片，一直
是长影的“拿手好戏”。这些在不同的年
代脍炙人口的主旋律影片，用电影这种
富有感染力的艺术形式，传递时代精神、
影响社会审美、涵养生活气质，在“人”的

现代化过程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那些
走上银幕的英雄形象，在观众的心中也
树立起一座座精神丰碑。

如今，历经岁月风霜的厂房设备、道
具胶片，已成为博物馆中的热门展品，讲
述着昔日年华，让回忆可触可感仍有温
度。但那些记录在胶片上的，体现着长
影文化理想与精神追求的影像和故事，
却在似水光阴的冲刷打磨中悄然淡去。
如果说有形的遗存是“根”，无形的文化
则是“魂”。宝贵的遗产如何成为永恒的
经典？长影人认为，破题的钥匙在于“传
播与传承”。

今年“五一”假期，在长影旧址博物
馆第三摄影棚里，舞台剧《长歌影魂》成
为一件不同寻常的“展品”。《长歌影魂》
以长影拍摄的经典影片《董存瑞》《赵一
曼》《英雄儿女》为蓝本，采用现场表演

“真人秀”叠加电影片段放映的方式重温

经典，让银幕上的英雄形象再次映入观
众眼帘、走进观众心中。虽然没有精美
的修饰道具，没有炫目的灯影幻彩，没有
震撼的特效制作，但鲜活的表现方式融
合了台上台下、银幕内外，在情感互动、
心灵共鸣中，革命英雄主义、家国情怀，
不朽的精神力量震撼人心。

特别是，参加现场演出的演员，是平
均年龄不到20岁的大学生，来自吉林艺
术学院。这让演出也成为以青春致敬英
雄的跨越时空对话。同学们说，“我们扮
演的英雄，很多都是我们的同龄人，在心
理上能够产生共鸣。”《长歌影魂》的导
演、指导教师庄承豫介绍，“这部舞台剧
已经演出了50场，很受欢迎。每次演出
既是实践课，又是思政课，同学们不仅在
专业学习上有所收获，更重要的是，在与
英雄同行中感受到了正能量的激荡。”

留住“根”与“魂”，方有精气神。一

部部经典老片，一段段电影胶片，一帧帧
银幕形象，构成了长影工业遗产中富有
特色的文化符号和精神象征，它们见证
着长影的发展，更记录着新中国电影事
业奋力前行的足迹。长影的实践再一次
说明，工业遗产的保护利用，不仅仅是外
观维护“修旧如旧”，更不能用简单而随
意的商业开发来解读。工业遗产凝结着
工业文明与城市文化，关注其内涵、挖掘
蕴藏其中的文化价值、艺术价值，讲好工
业故事，弘扬积淀于其中的时代精神，工
业遗产才能真正地“活”起来，发挥出多
元化的经济社会效应。

对于工业遗产，管好用好才能保护
好。

宝贵的遗产 永恒的经典
孟扬

“宝宝们，这件衣服是今年新款，官方价近千元。
今天我们直播间给大家破价，只要200就能带走……”
直播间里，名牌服装卖出“骨折价”，很难让人不动心。

近日，浙江德清警方打掉这样一个低价售卖假冒
名牌服装的网络直播售假团伙，案值超500万元。

“一个月就能变美丽”“行业内唯一的专利”“跟大
牌的成分完全一样”……打开带货直播，夸张渲染的广
告词屡见不鲜。

而现实却是，某些博主口中有着“神奇功效”的产品
频频暴雷，虚假宣传、假冒伪劣商品频频出现。建立在网
络诚信基础上的推荐分享，演变成了无底线的“恰烂饭”，
消费者成了“冤大头”，为带货广告里的表演“买单”。

一些虚假带货广告泛滥的背后，是一个由商家、博
主组成的产业链条：商家利用虚假广告迅速捕捉消费
者眼球，不惜夸大其词，玩弄“文字陷阱”，实现流量变
现。博主“一股脑”只管卖出，售前不“试用”，售后不负
责，对着镜头“博出位”“使劲夸”。

如此带货，不仅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破坏了
直播经济生态。

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发布虚假宣传广告
需承担行政责任，情节严重者需承担刑事责任。多个
部门联合印发方案，督促平台企业强化平台销售和直
播带货产品的质量管控和追溯，依法承担商品和服务
质量保证、食品安全保障等责任。

无视法律法规、无视消费者权益，不是带货，而是
带“祸”。

近年来已经有不少带货主播为此口碑尽毁，甚至
吃了官司。这样的教训值得汲取。

记者在基层调研时发现，部分农
村环境整治后更加“城市化”，行走在
村内听不见鸡叫，池塘里也看不到鸭
鹅。有村民不解，每家养几只鸡，能有
多大污染？

这一“灵魂拷问”振聋发聩。
整治农村人居环境是好事，一些

地方却没把好事办好，惹来群众抱
怨。有干部也犯嘀咕，给农民办好事，
农民怎么还不情愿呢？农民的这个反
问或许就是答案——征求大伙儿的意
见没有？

办好村里的“关键小事”，要体现
农民的关切。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得
先问问村民喜欢什么。没有村民的参
与，推进过程中没有听取农民的意愿，
就会带来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农村厕
所革命、畜禽粪污废弃物处理、小型水
利工程建设，点点滴滴，都是如此。

比如，个别地方在人居环境整治
中“一刀切”禁养鸡鸭，村民就表示不
情愿、不满意。一位受访村民说得很
具体，以前剩菜剩饭用来喂鸡，母鸡下
蛋还可以吃，逢年过节，儿女从城里回
来可以吃“土鸡”，现在不给养鸡，想吃
鸡蛋还要去超市花钱买。有的地方不
反思自己的工作方式是否出了问题，
反而用停发村级养老金等手段“吓唬”
村民，激化与村民的矛盾。

无论是“一刀切”禁养鸡鸭，还是
越位的“吓唬”式手段，都充分暴露出
部分镇村人居环境整治脱离生产生活
实际。无视村民意愿，实际是履职能
力不足和脱离群众的表现。

人居环境事关村民生活品质，决
策必须多问计于民、问需于民、问效于
民。让群众参与环境整治决策、施工、
评价全过程，既是让村民对治理效果

“有感”，更是引导共建共治的关键之举，不仅可以减少
阻力，还能降低管养成本，形成可持续的长效机制。

从“人民期盼”出发，以“人民满意”落脚。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村民说好才是真的好。干群“通和气”、标
准“接地气”，整治成效方能“聚人气”。

最近在巴黎奥运会上，中国羽毛球选手何冰娇的
一个举动刷屏了！

颁奖仪式上，她手持西班牙奥委会徽章致敬因伤
退赛的对手马林。何冰娇说，希望用这种方式让马林
和她们一起站在领奖台上，分享荣誉。

场上是对手，场下是朋友。何冰娇的温暖举动，获
得国际奥委会官方点赞。西班牙奥委会专门发文，称
赞她展现出了“奥林匹克精神”，并特地用中文写下“谢
谢你”。马林也回应称“我将永远感激她”。在海内外
媒体和网络上，何冰娇同样收到无数赞誉。有外国网
友说，“何冰娇不仅赢得了奖牌，还因为她的体育精神
赢得了众多尊重。”

2021 年，国际奥委会决定，在大家熟悉的奥林匹
克格言“更快、更高、更强”之外，增加了“更团结”。它
表达了奥林匹克运动的终极目的，是让全人类成为一
个更加团结的命运共同体。

在这个全世界相聚的盛会上，体育的意义不止于
竞技，还有超越胜负的友谊与尊重、胸怀与格局。中朝
韩乒乓球运动员自拍合影，中国摔跤选手冯泳欣获胜
后背起受伤的对手，阿塞拜疆柔道选手夺金后与精疲
力尽的对手紧紧相拥……这些瞬间让奥林匹克“更团
结”的精神具象化。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这是中国人常说的一句话。
奥运会这样的场合，不应成为污名化、妖魔化、无底线
打压对方的地方。

“更团结”让奥运更精彩。这是奥林匹克的魅力，
也是体育为共创美好世界所贡献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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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带货”，可能会“带祸”
新华网记者 熊嘉艺 杨淑馨

这一刻，“更团结”
王志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