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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文化和旅游部举办 2024 年

第二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全国暑

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等有关情况。据

初步统计，各地将在暑期举办超 4000 项

约 3.7 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推出发放

消费券、票价优惠、消费满减、折扣套餐

等惠民措施，助“燃”暑期消费市场。

今年以来，从“冰雪经济”到“春日

经济”，文旅消费“热辣滚烫”。以“五

一”假期为例，全国国内旅游出游合计

2.95 亿人次，同比增长 7.6%；国内游客

出 游 总 花 费 1668.9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2.7%。甘肃、江苏、陕西等地将演艺、

非遗、文化遗产、美食等元素与旅游融

合，故宫博物院、三星堆博物馆、殷墟博

物 馆 等 热 门 博 物 馆 客 流 持 续 保 持 高

位……神州大地上，“诗”和“远方”更好

地联结，不仅给游客带来新体验，也为

文旅市场创造出新的增长点。

暑期是一年中时间跨度最长的旅

游旺季，大中小学生陆续放假，职工年

休假也较为集中，人民群众文化和旅游

消费需求旺盛。比如，有不少学子就选

择通过“毕业旅行”来致敬青春。某在

线旅游平台预订信息显示，“毕业旅行”

搜索量迅速上升，“00 后”群体在 6—8

月的旅行预订量大幅度增长。所谓好

马配好鞍，如此火热的消费需求，更需

优质的产品供给来匹配。

一系列“夏日限定”活动在陆续开

展：湖南推出多条避暑游路线，让游客

尽享夏日特色美食、美景；四川推出特

色玩法，探秘文化遗产、领略巴蜀山水，

邀请游客畅游一“夏”；江苏发出“夏天

的邀约”，10 条江苏省文博场馆研学游

精品线路串联起各级各类大中小型博

物馆，让游客在行走中感受江苏地域文

明的魅力……改善消费条件，释放消费

潜力，“有形之手”显现出重要作用。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制定

的《关于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增

长点的措施》对外发布。不论是“发展

餐饮消费细分领域，鼓励因地制宜挖掘

地方特色美食资源”，还是“推动城乡文

旅提质增效，引导和扩大体育休闲消

费”，抑或是“推动购物消费多元融合发

展，打造商旅文体融合的新型消费空

间”，当消费场景不断翻新、迭代、升级，

无疑将更好地满足百姓的个性化、品质

化和多样性需求，为暑期消费市场再添

“一把火”。

热潮之下，还需多说两句。观察以

往的案例，有游客满怀期待出发，却发

现“想象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各地景

区卖一样的工艺品，商业气过浓，文化

味不足，最后只能沦为“到此一游”。其

实，在对待文化旅游的问题上，最需提

防的是心急。很多长盛不衰、风靡世界

的文化旅游项目，背后往往有对文化品

牌的敬畏，同时还有对服务细节的追

求。对于各地来说，还需要日复一日的

深耕，才能对得起见识和品位不断提升

的消费者。

文旅消费是扩大内需的重要内容，

也是消费升级的重要方向。政府搭台、

市场唱戏，消费新场景不断涌现，相信

今年的暑期消费市场必将更加红火。

来源：中国经济网

一段时间以来，自导自演摆拍造

假乱象多发。

“凉山XX”“赵XX”等网红博主直

播卖惨、虚假助农；某网红编造“拾到小

学生秦朗丢失的作业本”系列视频；为吸

粉引流，一女子和母亲一起编造演绎“强

迫相亲”“非法拘禁”的悲惨情节……

自导自演造假无非几个套路，或

是虚假卖惨哭穷，或是编造家庭矛盾、

演绎感情纠纷等。

费尽心机编故事，利用了网民情

绪，欺骗的是公众感情。一些博主通

过“颠覆认知”“制造对立”的内容博取

眼球、煽动情绪。部分内容价值观扭

曲，甚至挑战公序良俗和法律底线。

对自导自演摆拍造假乱象，相关部

门近年来持续采取治理行动，不少自媒

体受到法律制裁。但仍有人心存侥幸，

铤而走险，亟需加强整治、加大震慑。

流量经济不能成为造假经济。对

无底线博流量的自导自演摆拍造假之

风，必须坚决亮剑！ 来源：新华社

增加优质产品供给 助“燃”暑期消费市场
中国经济网评论员 子房先生

自导自演的假闹剧该“收场”了
新华网记者 乌梦达 阳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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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调”由来已久，原是为补充政

府机关、事业单位的人员编制不足，

但在施行中也产生了一些问题。澎湃

新闻采访了解，不少短期借调变成“长

期占用”，被上级单位抽调人员的乡镇

机关，运转压力也较大，而一些被借调

的干部事实上处于借用单位和派出单

位的“双重挤压”中。（6 月 26 日 澎湃

新闻）

各级机关会从下级单位借调人员

来“搭把手、充实力”，而基层公务员也

想去上级单位“涨经验、提能力”，双方

合力攻坚，确保圆满完成重大工作任

务，原本是一件两全其美的好事。但

若“滥用借调”“随意借调”甚至“长期

霸占”“据为己用”便会催生许多问题

与危害，不仅让借调干部处于“爹不

疼，娘不爱”的尴尬处境，还会让“借

调”成为占用基层资源的“得利帮凶”。

“借调就霸占”这样的借调对个人

而言没什么好处，首先你与原单位脱

离工作关系，但你的人事关系还在原

单位，你工作做得再好，成绩再大和原

单位都没什么关系，评优评先或职称

评定、职级晋升都不会有你的份，履历

中的基层经历更是“有名无实”。在借

调单位找不到归属感，又在原单位找

不到存在感，很容易让被借调干部“寒

了心”，久而久之难免出现变得懒惰沉

沦，消磨工作热情，这显然也是与上级

关心关爱年轻干部的精神背道而驰。

众所周知，基层是政策执行的“最

后一公里 ”，面临的工作繁杂琐碎 。

要想把上级的精神真真切切贯彻到基

层，就需要基层的党员干部当好服务

好群众的“绣花针”，基层工作更需要

下足“绣花功夫”。一但借调变得越

来越随意，就容易造成基层干部队伍

梯次培养出现“空心化”现象，让一些

乡 镇 等 基 层 单 位 不 堪 重 负 、苦 不 堪

言，成为变相加重基层负担的一大源

头，因此违规借调在基层干群中是备

受诟病。

为基层减负亦是赋能！莫打“借

调”名义占用基层资源，要走出窘境，

让基层干部回归基层、服务群众，这才

是为基层干部“减负”。同时，相关部

门要将“借调”关进“制度”的笼子，真

正做到“按需借调、按时归还”。只有

给违规借调、过度借调画上“休止符”，

才能真正走出“清理—反弹—再清理”

的怪圈。 来源：红网

给违规借调、过度借调
画上“休止符”

“ 这 是 她 从 来 没 考 过 的分数 ，之

前 模 考 基 本 在 380—400 分 之 间 。”近

日，一位山西妈妈晒出了女儿的高考

成绩——文科 438 分，她说女儿把最好

的一次成绩给了高考。评论区里不乏

有人对分数长吁短叹，但更多网友都

对女孩送上了祝福，并为妈妈的好心

态点赞。

各地高考陆续放榜，各种“查分名

场面”也如约上演。在一众高分话题

中，438 这个分数似乎显得有些特别。

而其之所以引发热议，一方面，在于温

暖又健康的教育理念。无需与“别人家

的孩子”攀比，只要努力突破自我、不留

遗憾，同样是家人的骄傲。

另一方面，也正如有人说，在 438

分中看到了曾经的自己。高考叙事不

是只有一种脚本，无论满屏喜报多么热

闹，现实生活中我们大多数人都是那个

“普通小孩”。在某一个夏日里，紧张地

查分，平静地接受，随即又投入报考事

宜 ，根 本 没 什 么 沸 腾 欢 呼 的“ 高 燃 瞬

间”。学霸的精彩故事固然令人兴奋，

可无数这样平凡的场景，才构成了我们

关于高考最真实的记忆。

“第一个满分出现了”“分数高到

被屏蔽”“淡定表示想去清北”……类似

话题几乎年年在此刻刷屏。中国人向

来重视教育，高考又是全民参与的话

题，高分学子确实天然带有关注度。但

不可否认，正是媒体的聚焦、平台的热

炒，“遍地学霸”才愈发成为某种流量密

码。“不考 700 分都不好意思晒成绩”，

这不仅让一些学生和家长背负了沉重

心理负担，更极大增加了“一考定终生”

的焦虑。

高考分数是衡量学习成果的直接

指标，却绝不是判定人生成败的唯一标

准。漫长的求学过程中，那些朗诵的清

晨、挑灯的夜晚，不仅是为了卷面上那

几道题，更磨砺着面对挫折的心性、解

决问题的态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

生，哪怕今天分数“平平无奇”，未来的

原野上还有无限机遇与可能。以更大

视野看，更多“438 分”的故事应当被看

见，也值得被看见。因为平凡的大多数

人，才是整个社会最大的“基本盘”。

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倡导破除“唯

分数论”，鼓励多元发展。不妨就从以

平常心看待高考分数开始，多关注普通

人背后的努力，想方设法提供后续成长

成才的空间。某种程度上，作为一次文

化事件，高考反映社会价值观，更影响

社会价值观。不过分神化高分，为所有

拼搏喝彩，这才是教育的初衷。

来源：北京日报

438分，同样值得被看见
关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