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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一季度，青海旅游人数及总

收入快速增长，全省接待国内外游客

797.8 万人次，同比增长 31.2%，增速比

上年同期提高 8.7 个百分点；实现旅游

总收入 73.0 亿元，增长 30.9%，增速提高

15.8 个百分点。更惊喜的是，“五一”假

期，全省接待游客 312.5 万人次，实现旅

游 总 收 入 13.4 亿 元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19.6%和 13.8%，分别是 2019 年的 1.76 倍

和 1.2 倍。

近年来，以独特的自然风光和富

集的生态资源为媒介，青海在各大短

视频平台频频“出圈”，更多美景被人

们 知 晓 ，更 多 好 物 走 出 青 海 、走 向 世

界，而一系列类型丰富的文旅活动，让

无数来青海旅游的人们深度体验到了

青海的迷人魅力。除了耳熟能详的青

海湖，海北藏族自治州的岗什卡雪峰、

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卓尔山；海西蒙古

族藏族自治州的胡杨林、昆仑山大峡

谷、大柴旦翡翠湖、乌素特雅丹地质公

园、艾肯泉、火星小镇；海东市的平安

驿·河湟民俗体验地、乐都卯寨、民和

禹王峡、互助北龙山、循化撒拉尔故里

等等，都是很多省内外游客心驰神往

的热门旅游地。

随着国内游的持续升温，这些优

质旅游资源带来的收益也十分可观。

从青海今年一季度的旅游统计数据和

火爆的“五一”小长假来看，相信 2024

年各市州的旅游收入会有新的突破。

旅游一业兴，市场百业旺。旅游业的

作用不可小觑，它其实是综合带动性

很强的产业，不仅可以作为招商引资

的重要平台，还是对外开放的重要渠

道 ，更 能 成 为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重 要 抓

手。但如何把具有青海特色的旅游业

进一步做优做强，打造更具魅力的国

际生态旅游目的地，进而为地区生产

总值作更大贡献？可能我们还有很多

路要走。

毋庸置疑的是，青海在对外宣传

推介方面做得越来越好，纷至沓来的

游客就是最好的证明。同时也发现，

很多景区缺少产品打造，部分优质的

旅游资源尽管已开发经营多年，可因

缺乏创新升级，远远没有激发出应有

的经济潜力；一些景区虽然有多种多

样文旅活动的加持，但因相关从业者

的观念和视野还不够新颖和开阔，部

分旅游资源仍然存在发展滞后问题。

旅游业是“幸福产业”“富民产业”

“全能产业”。青海具备得天独厚的生

态 优 势 和 资 源 优 势 ，我 们 要 着 眼“ 特

色”，紧紧围绕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布

局与开发，加强与其他发达省市、企业

投资战略伙伴合作，提档升级核心品

牌 ，构 建 以 A 级 旅 游 景 区 、旅 游 度 假

区、乡村旅游、红色旅游等为主要载体

的旅游产品供给体系；持续发掘县域

文旅资源，打造一些极致性价比的网

红潜力景区，使之成为重要引爆点、新

的增长极；延展旅游产业链条，创新文

旅业态，促进文旅与百业百态相融合，

培育体育旅游、研学旅游、沉浸式体验

等新业态，促进产业链条延伸到带动

区域发展，实现多产融合发展，持续释

放“一业兴、百业旺”的乘数效应，让这

片神奇土地以更加美丽迷人、开放包

容的崭新姿态，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最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当前旅游

业正从高速发展阶段迈向高质量发展

阶段，从高质量发展要求来看，旅游服

务质量仍然任重道远，还要不断完善

规范旅游服务质量的法律规范体系，

让游客游得放心舒心开心。

做优做强具有青海特色的旅游业
——经济新观察⑦

杨燕玲

近 日“ 洋 院 士 ”现

象引发的关注似乎告一

段落了，但对此现象不

应就这样放过。公众期

待，该给“洋院士”挤挤

水分了，让学术圈重塑

唯实、唯真、唯学风气。

“给钱就能评”“缺

少过硬科研成果”……

一些所谓外籍“院士”

引起的质疑已不是第一

次。关于“洋院士”现

象的讨论，表面上关注

的是“洋院士”的含金

量，实际上拷问的是国

内学术人才评价体系和

学术诚信问题。

我 国 高 校“ 破 五

唯”、科技人才评价“破

四唯”已推进数年，但

一些科研机构 、高校，

依旧以“帽”取人，将“帽子”与学术资

源配置、人才待遇等挂钩，一些地方政

府甚至将科研人员“帽子”与职级挂

钩。其中，院士头衔尤其被科研院校

追捧。

当选国内院士之难众所周知。有

人自然而然想到国外的“洋院士”。虽

然此“院士”非彼“院士”，但很多人分

不清，在国内有一定市场。

“洋院士”受到质疑，消解的不仅

仅是个人信誉，更是学术的权威性和

公信力。

如果任由“注水”的“洋院士”充斥

学术界，挤占本该属于真正埋头苦干

的科研人员的学术资源，必会侵蚀学

术的纯粹性和科研的严谨性。院士这

一崇高的学术称号的含金量，也会因

此而打折扣。

“洋院士”问题绝不能轻轻划过，

“洋院士”的水分得挤。要探索建立海

外人才称号认证机制，不仅让掺水的

“洋院士”无处遁形，也让真正被国际学

术领域认可的学者发挥更大作用。而

根本上，要校准科研领域对人才称号理

解和使用的偏差，让“帽子”回归学术

性、荣誉性本质，让“甘于坐冷板凳”“十

年磨一剑”的科研精神占据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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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近日调研时看到，一些基层

单位、社区挂牌甚多，有的甚至掀起摆

“牌”大战，各种“之家”“基地”“服务站”

“推广中心”等竞相上墙，群众看得眼

花，基层干部叫苦。

“牌牌都想挂，一墙挂不下”“谁来

检查就挂谁的牌”“挂了摘、摘了挂，基

层干部真忙活”……这些调侃，反映出

基层干部群众对“滥挂牌”现象的反感。

虚头巴脑的牌子，折射出以形式

主义落实工作责任的问题。群众热切

期盼：少挂点“牌”，多干些事！

“挂牌”缘何有市场？究其根源是

借挂牌压责任，以挂牌推落实。上级让

基层挂牌，归根结底还是想推卸自身责

任，以为挂上了牌，责任就压下去了，面

对考核评比就有了说法。有的地方部

门，一开展工作就要求基层挂个牌子、

成立个专班，以为挂了牌子就给基层压

上了任务，工作就落实了。

摘牌减负，不是简单一摘了之。

上级部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决不能以是否挂牌、数量多少来评判

基层工作好坏，更不能将分内之事转

嫁给基层，而是要带着基层干部一块

干，把为民造福作为从政准则。

摘牌减负，不能只重当下。有的地

方虽然对“滥挂牌”现象三令五申，但往

往治标不治本。对此，既要抓实抓细

“滥挂牌”整治工作，摘掉重复或过时

的牌子；更要从源头加强审核把关，用

制度的刚性保证摘牌减负的长效性。

摘牌减负，要从讲政治、讲纪律上

从严约束。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

处分条例》，增写了对“工作中搞层层加

码、过度留痕，增加基层工作负担”等行

为的处分规定，反对形式主义上升到党

的纪律要求，触及到红线就要受到处分。

工作是干出来的，不是“挂”出来

的，一切工作都要落实到为群众干实

事、谋福祉上。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

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强调，要着力清理

基层组织“滥挂牌”问题，力度和决心之

大前所未有。各级组织要把基层干部

从疲于应付中解脱出来，让他们把更多

时间和精力放到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

上，放到更好地服务人民群众上来。

少点摆“牌”大战，多些实干真干
新华社记者 王明玉

摩根大通亚太区首席执行官舒尔

德·利纳特近日表示，中国经济体量已

经大到不能被忽视，投资者“必须在那

里做生意”。在美国频频动用加征关

税、出口管制等手段升级遏制打压中

国的当下，全球工商界越来越多地发

出了合作呼声，这充分表明，未来最好

的投资机会仍在中国，忽视中国只会

错失机遇。

当前，外部环境充满不确定性，中

国经济步入增速换挡、转型升级的关键

期。尽管西方一些媒体有关“中国经济

见顶论”“外资撤离中国”等唱衰论调不

绝于耳，但中国自身发展成绩和海外投

资者的实际行动足以表明中国发展的

巨大潜力和魅力。

这份潜力和魅力，缘于中国经济持

续增长对世界繁荣的重要贡献——

国家统计局 27 日发布数据显示，

4 月份，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由

3 月同比下降 3.5％转为增长 4％，增速

回升 7.5 个百分点。今年以来，纵然面

对诸多挑战，消费、外贸等多个中国经

济指标持续回升向好。近期，跨国公

司高管再掀“访华热”也显示投资者信

心增强。

放在全球坐标上观察，2023年中国

国内生产总值超126 万亿元，比上年增

长5.2％，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继续

超过30％；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

重约 30％；中国出口全球占比保持约

14％的较高水平，是全球 140 多个国家

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数据有力

印证着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分量。

这份潜力和魅力，缘于中国超大

规模市场为全球投资者提供的广阔机

遇——

苹果在亚洲规模最大的零售店上

海静安店开业，特斯拉上海储能超级工

厂在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动工，

英国阿斯利康正加大投资在中国打造

单独供应链……全球贸易投资疲弱背

景下，中国仍是外商投资的热土。今年

前4个月，中国新设外资企业16805家，

同比增长19.2％。

吸引众多外资企业的，既有中国市

场创造的海量需求，也有中国制造、中

国创新等带来的巨大商机。德国安联

贸易公司最新发布报告称，欧洲企业仍

看好中国的前景。

中国的发展历经各种困难挑战才

走到今天，过去没有因“中国崩溃论”崩

溃，现在也不会因“中国见顶论”见顶。

如果继续抱着“中国时代已过去”的偏见，

失去的只会是与中国携手共赴未来的新

机遇。今天的世界比任何时候都更期盼

经济复苏。中国始终以诚意和行动深化

改革开放，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投资中

国。正如国际上许多有识人士评价的那

样，我们坚信，“下一个‘中国’，还是中国”。

忽视中国只会错失机遇
新华社记者 韩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