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国产游戏《黑神话：悟空》而走红
的山西省临汾市隰县，在刚刚过去的国
庆假期热度持续，热门景区小西天日接
待游客量同比增长335%，刷新了自2001
年对外开放以来的纪录。这其中，隰县
政府“翻家底儿”推出的系列“宠客”举
措，赢得了不少游客的口碑。

不过，隰县收获的也并非一直都是
“好评”。假期头几天，因景区限流，有等
待时间过长的游客高喊“差评”。说到这
里，就要先聊聊隰县的“先天条件”了。
隰县核心景区小西天以独特的木骨泥质
悬塑艺术资源而闻名，深厚的历史文化
底蕴是吸引游客持续关注的重要基础。
但是，“仅有一条铁路线经过隰县，还是
条拉煤货运线”“景区太分散，自己没车
光在跑路了”等游客评价也反映出当地
的真实情况——这个位于相对偏僻的西
北边缘地区的小县城以黄土高原沟壑区
地形为主，公共交通并不发达。也正是
困于这种地理条件，隰县于2019年才依

托梨果产业实现脱贫。对这个产业类型
相对单一、长期以农业作为主导产业的
县城而言，一时间需要承接住日均过万
的游客量着实是个不小的挑战，会遇到

“差评”也是人之常情。但正因如此，隰
县用短短几天时间就实现了从“差评”到

“点赞”的巨大转变，也让人更加想要探
究其背后的发展妙招。

有目共睹的无疑是满满的“隰县诚
意”。一来，干部群众全员上阵，以真诚
化不满。副县长为游客唱歌缓解焦虑情
绪、县公安局局长承诺“半小时内解决问
题”、文旅局局长上场扮演“唐僧”……隰
县人用热乎的诚意应对高喊的“差评”，
用“豁出去”的决心保障游客的舒适体
验，努力做到让游客乘兴而来、尽兴而
归。二来，当地还积极研究完善措施，以
速度解难题。景区统一设置摊位，监管
景区物价，协助对接邻近县酒店，开放政
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停车区域……食、
宿、行都可以享受到细致暖心的安排，也
印证了那句“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
临汾咱是回家”的旅游口号。

更加可贵之处还在于当地政府携手
游客共同参与景区建设的新发展理念。
从以往经验看，历史文化资源丰富的地
区往往会兼顾文旅多维度、全方位发展，

对“吃住行游购娱”进行全面提升。近年
来，隰县对文旅建设也是下足了功夫，从
铺设新的景区旅游公路，实施智慧景区
建设，到对景区进行绿化，再到基础设施
的综合改造提升，都能窥见一二。但是，

“差评”插曲却暴露出，对于文旅产业刚
起步的隰县而言，其硬件设施、服务接待
能力和服务团队素质等方面仍不能完全
契合实际需求。这或许与其文旅供需匹
配错位有关。要知道，文旅产业建设只
有与游客的文化体验需求相契合才能真
正实现资源整合，赢得游客认可，隰县政
府后续的转变也印证了这一点。就比
如，小西天景区将游客提出的“统一设置
摊位、增加讲解员、增加直达班车”等建
议逐步采纳落实，还将研究古建筑的游
客总结出小西天的精华文案加入到导游
词中，通过与游客的交流共建和组织合
作，让游客感受到“主客共建”的参与感
和新鲜感。显然，这种具有强互动性的
共创方式不仅可以帮助小西天景区改善
基础设施、挖掘历史文化资源多元内涵、
提高游客出游舒适度，也为当地延长文
化产业链、推动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等都
带来了积极影响。

可以确定的是，游客的这些互动与
建议为隰县文旅产业发展带来了新的

增长点。从“闷头干”到“共创发展”，隰
县的成功经验也启示我们，在发展旅游
产业时，既要注重深耕文旅资源新内
涵，也要注意与时俱进转变发展思路，
注重触发群众深度体验。比如，近期山
东临沂爆火的“跟着团长打县城”沉浸
式体验项目就是用好了当地的历史文
化资源优势，将红色资源内容与深度体
验的创新形式相结合，使游客产生精神
共鸣的同时，也被网友称为“最适合中
国人的 cosplay”。再比如，河南郑州“只
有河南·戏剧幻城”立足厚重的中原文
化，不再局限于“走马观花”式的参观，
而是运用全景式体验、互动式观剧等沉
浸式参观形式，带领观众感受灿烂的中
华文明，频频收获点赞。当然，共创模
式并不等于“游客说啥就是啥”，相关部
门不能以此为借口当“甩手掌柜”，游客
的哪些建议能做、哪些不能做，还需要
有人来做好把关。

隰县的“爆火”并非偶然，其背后映
射出的“流量密码”很好地为小城文旅产
业发展打了个“样”。想要留住游客的
心，共创模式不失为一种可以借鉴的方
法。我们也期待更多小城能够在“共建、
共治、共享”的价值共创中，挖掘文旅产
业的更多可能。

隰县口碑逆袭背后的理念之变
□□ 饶雪平

龙脊梯田之所以能成为一景，不仅在于其高山云雾、
河谷急流的秀美风景，更在于其中蕴含的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理念，游客欣赏龙脊梯田，其实也是在欣赏附着于
梯田上的稻作文化。践踏龙脊梯田上栽种的稻谷，何尝
不是在破坏景观本身、践踏这种传承数百年的共生之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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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考核

考核本应是工作的“助推器”，通过
科学设置考核指标，可以促进工作任务
完成。然而，一味强调指标完成率，甚至
只看考核指标不看工作实效，就会陷入

“唯指标论”的“陷阱”，让考核跑偏变味，
值得警惕反思。

不仅如此，“唯指标论”的考核还会
滋生形式主义，倒逼基层干部将大量精
力放在工作留痕上，忙于填报表、做台
账。凡是考核要求的，大家就多干，考核
里没有涉及的，有些干部就不愿意抽时

间做。可见，考核指标过频过繁、浮于表
面，只会与考核初衷背道而驰，还不利于
基层事业发展。

跳出考核“指标陷阱”，需要清醒认识
到，完成考核指标只是推动工作目标实现
的辅助工具，切忌本末倒置，不能只重量
不重质。同时，要大力倡导重实干、求实
效的考核价值导向，在考核干部时少看显
绩、更看潜绩，既重奖杯也重口碑，引导基
层干部把工作重心、时间精力放到服务群
众、干好本职、推动发展上来。

考核要跳出“指标陷阱”
□□ 丛中杰

事实上，折腾基层干部的不仅是过频
的检查考核，还有过繁的考核流程。据笔
者了解，许多地方在考核时制定了复杂流
程，在检查时要求一样环节都不能少。就
拿转递考核文件来说，一般会要求各基层
单位派人领取，领回本单位后再转送回人
事部门存档；还有地方考核迟迟不步入正
题，花费不少时间在考核前的反复确认乃
至层层陪同上。一次考核就如此轮番折
腾，基层干部难免加重负担。

为基层考核减负，精简流程很有必
要。一方面，要让基层干部少跑腿。比如

在转递考核文件上，相比各基层单位分别
领取，不妨由上级部门统一送存，减少分
头行动的支出负担。另一方面，要以提高
检查效率为目标。有些考核由不同部门
发起，但是考核内容别无二致。因此，在
被考核单位解释清楚的前提下，考核人员
可以减少不必要的事前检查、重复接待环
节，快速进入正题，如有需要补充的内容，
再灵活调整考核要求，避免拘泥于纸面流
程。当然，精简流程要符合实际，最终目
的是让每个检查环节更加流畅，每个考核
要求都能有实际作用。

在精简流程中切实减负
□□ 江竹轩

如何尽可能减轻基层负担，又能对
基层干部有效考核？数字化考核或许是
个突破口。在数字化时代，各地政府都
在推行数字化办公系统，实行数字化考
核有很好的基础，值得进一步探索推广。

比方说，湖北南漳县开发上线了
“一套表”智能填报系统，将过去当地基
层日常需要上报的 50 余种表格整合为

“一套表”，提高了填报效率，还实现了
数据可视共享。就干部考核而言，在多

单位部门重复考核的情况下，也可以开
发类似的线上填报系统，将有关基层干
部的考核信息加以整合，方便人事、组
织等部门共用信息，打破过去因“信息
孤岛”产生的频繁检查情况。对干部本
人来说，表格数据呈现了他们的工作履
历、工作实绩，便于各单位部门以此判
断干部的工作能力、可能适合的岗位、
擅长从事的领域，让基层干部实现更好
的发展。

善用数字化考核方式
□□ 梁新

征稿启事
前段时间，宁夏西吉县招募“野猪猎人”，称杀一头野猪奖2400元的

消息引发关注。不少网友纷纷表示受奖金吸引，想要加入“野猪猎人”
的队伍；有部分网友质疑，担心大规模捕杀野猪会破坏野猪种群，不利
于维持生态平衡。据当地林草局办公室工作人员表示，该发起项目是

“野猪种群调控项目”，野猪数量超过固定区域承载量之后，林草部门就
会下达一定的种群调控数量，不是盲目猎捕。对此，你怎么看？

欢迎各位读者围绕上述话题，踊跃投稿。稿件请发送至邮箱
nmrbpinglun@163.com，邮件标题注明“大家谈投稿”。来稿500字以内
为宜，论述不求面面俱到，观点鲜明、具有新意、语言简洁即可。截稿日
期：10月29日。

“几天一小检，一周一大检，再加上十几张考核表，乡镇、村干部加班加点也
干不完，本职工作只好放在一边。”近日，据媒体报道，有乡镇干部反映针对基层
的检查考核仍然存在过频过繁的问题，一些内容几乎相同的检查，从省到市，再
到县，从“委”到“办”，再到“局”，各个层级、多个部门都要轮番来一遍，检查环节
却一样不能缺。然而，检查考核结果直接决定基层工作成果，一旦应对不好，一
年等于白干，因此，面对不合理的检查考核，基层干部又不敢怠慢。如何优化考
核体系，在最大限度减轻基层负担的同时，达到有效考核的目的，成为大家热议
的焦点。对此，你怎么看？

12345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以下简称
“12345热线”）是群众关切能够及时得到政府
回应的桥梁纽带。很多地方对12345热线诉
求办结情况设置了群众满意率与考核排名制
度。比如有的辖区要求12345热线办结率达
到100%，满意率不低于90%，有的地方则会对
各辖区不满意工单进行月统计排名，排名靠
后的辖区，会影响年终考核及行政资源分配。

这样的评比考核制度，本意是为了推动
基层政府积极回应群众诉求，提高接诉即办
效率。然而，在实际运作中，部分群众诉求未
经合理分类，便直接转至基层，不仅加重了基
层干部的工作量，还削弱了问题解决的效率
和质量，使基层干部陷入“无所不能”的尴尬
境地，逐渐成为增加基层负担的砝码。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基层是国家治理
的最末端，服务群众的最前沿，本就人少事多工
作繁杂。12345热线满意率考核应当立足实际、
实事求是。一方面，必须明晰基层与职能部门
权责，建立跨部门协作机制，推动各单位加强沟

通协作，共同解决问题。针对12345热线反映
事项，要分门别类，该是哪个级别哪个部门处理
的就归到对应的级别和部门，对于合理合规的
诉求要高质量高效率办结，对于甄别出的不合
理不合规诉求，要勇敢说“不”，而不是罔顾事
实，片面追求满意率而徒添基层负担。

另一方面，应优化考核体系，不能单纯地
以满意率为目标对基层群众诉求办理情况进
行考核，而应该在保留关键指标的基础上，根
据群众诉求涉及的部门、权责的划分等进行
考核，制定更加符合实际、更加科学的考核机
制，从而为基层干部营造轻装上阵、多做实事
的工作环境，让群众诉求真正得到解决。

上级考核部门对基层的考核更多地要以
工作复杂性、难易程度、资源分配等多元因素
为考量，编制职责分工清单，厘清各部门职
责，通过细致入微的制度设计与人文关怀，确
保12345热线真正成为民众贴心的服务窗口，
促使基层干部更好地为人民群众办更多好
事、实事。

莫让满意率成为基层包袱
□□ 王凤

广州美术学院与山西晋中市许村村的
村民共同创作乡村壁画，让古村落散发艺
术气息；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掌
墨师匠心传承古老木构建筑技艺，在崇山
峻岭间为群众建造民居……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不单单要发展产业、壮大经济，更要
激活乡村文化、提振群众精气神，这就需要
乡村艺术人才的共同参与和持续投入。

为此，一方面，可以通过制定奖励政策

等手段，鼓励高等院校、文化团体的在职和
退休人员等到农村“文化支农”，培养一批
热衷于乡村文化振兴的艺术人才队伍。同
时吸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文艺人才到乡镇
当“文化助理”，推动“送文化”和“种文化”
有机结合。

另一方面，可以开展艺术专家、文化
人才进乡村等活动，壮大驻村艺术家队
伍，并通过走村入户、融入当地生活等途

径，与乡村文化艺术爱好者深度交流合
作，使村庄与村民成为文艺作品的主体与
创作者。发挥专家团队的艺术才华和资
源优势，在帮助本地艺术文化人才提升综
合素质的同时，策划各种具有乡村文化独
特属性的节目或活动，让农民在乡村文化
艺术活动上“唱主角”。

除了激活乡村文化，文化艺术人才还
能通过艺术手段为农产品赋能，创造更大

商业价值。比如，乡村文艺人才可以在乡
村建立工作室，开发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
产业项目，通过设计包装、讲好故事等方
式，为农产品增添独特的文化符号。这样
既能提升农产品的知名度，也能延伸产业
链，打造独具特色的乡村文化名片，为乡
村振兴注入更多的文化内涵和价值，推动
乡村农文旅产业高质量健康发展，带动农
民持续稳定增收。

乐见更多文艺人才进乡村
□□ 刘恺

大字“皮儿” 作者：朱慧卿

因为线上操作烦琐，72岁的张大爷和老伴至
今不会网上挂号、手机打车……据媒体报道，当
前手机 App 适老化改造不足，不少手机 App 的

“关怀版”一级界面字体变大，但点击进入二级界
面，页面布置、字体却与正常版无异，“换汤不换
药”，让老年人无所适从。

随着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与人们生活相关的
出行、就医、消费等手机App在设计时功能多样、
操作复杂，很多还有二级界面，如果没有明确指
导帮助，老年人无法快速、便捷地切换使用，给日
常生活带来诸多不便。为此，除了依靠子女对老
年人操作手机提供帮助，有关部门应进一步指导
有关商家和软件提供者，在手机App适老化改造
过程中“一改到底”，并对相关操作进行特别提
醒，方便老年人观看学习、熟悉操作。在一些公
共服务平台和窗口，还应为老年群体保留必要的
传统服务方式，减轻老年人操作负担。

这正是：
适老改造只改“皮”，银发老人陷“迷宫”。

改造还需改彻底，数字技术更包容。
文@双生

近日，广西桂林一导游发布一则视
频，在桂林龙胜县龙脊梯田景区内，有游
客随意踩踏尚未收割的水稻梯田。对比
视频里其他长满稻谷的地块，被踩踏的稻
田已是一片狼藉。眼看着农民的辛勤付
出化为泡影，一位老奶奶上前制止并怒斥
游客：“别踩我们的稻谷！”

10月正值龙脊梯田收获季，作为农业
景观的景区也会因为金黄灿灿的丰收盛
景迎来最佳观赏期。广西龙胜龙脊梯田
系统是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在800多
年的形成发展中，融入了当地居民生活与
文化的各个方面。龙脊梯田之所以能成
为一景，不仅在于其高山云雾、河谷急流
的秀美风景，更在于其中蕴含的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理念，游客欣赏龙脊梯田，其
实也是在欣赏附着于梯田上的稻作文化，
还有当地在800多年耕耘梯田的过程中，
流传下来的以“白衣”为代表的服饰文化、
以干栏民居为代表的建筑文化、以铜鼓舞
和弯歌为代表的歌舞文化和以“龙脊四
宝”为代表的饮食文化。践踏龙脊梯田上
栽种的稻谷，何尝不是在破坏景观本身、
践踏这种传承数百年的共生之道？

龙脊梯田虽是景区，景区的主要景观
却并不只是“景”。吸引游客的稻海是当

地村民亲手种下的，是农民一点一点浇灌
培育到成熟的，它是游客眼中的景，更是
农民眼中的粮。对翘首期盼丰收的农民
而言，游客这种踩踏稻田的不文明旅游行
为让人痛心。发生这样的事情固然有景
区管理的一部分责任，但也要看到，即便
是景区明令禁止游客进入梯田，并在显眼
处设置了“爱惜劳动成果，严禁踩踏稻谷”
的警告牌，还设置了专门的栈道、观景台
和拍照打卡点，也依然没有挡住一些游客
追求“美景”、肆意践踏稻田的脚步。说到
底，还是这些游客眼中只有景，没有粮。

如今，随着物质生活的改善和经济社
会的发展，温饱问题已经不再是大众关注
的焦点，越来越多人也逐渐远离农业生产
一线，有的甚至对粮食的生产过程缺乏基
本了解，认为超市货架上的粮食是“唾手
可得”的商品，而忽视了背后复杂的生产

链条和农民的辛勤劳作。倘若对粮食生
产缺少具体的认知，即便嘴上念着“粒粒
皆辛苦”，在实际面对地里的粮食时，可能
依然是无知和淡漠的，就有可能出现文章
开头的景象。或许踩踏稻田的游客也并
非有意而为。笔者关注到，视频评论区还
有人说：“我会小心地顺着被踩出的脚印
走，不破坏周围的农田。”殊不知，整片稻
田的倒下可能正是这样一步一步“小心
地”踩出来的。

眼下，乡村文旅产业的发展正在给乡
村带来新活力，人们越来越多地看到农业
生产之美，游客的到来也带动了农村经济
的发展，农民获得了新的增收渠道和发展
机会，这当然是好事。但与此同时，面对
日益频繁的城乡交流和愈发火热的乡村
游，从观念到基础设施我们是否都做好了
准备，还需要打一个问号。

对城市居民而言，农业生产活动或许
与他们的日常生活距离较远，但重农爱农
从来不是一句空话。对用汗水浇灌粮食的
农民来说，爱惜粮食是刻在骨子里的道理，
人人都该懂，这也是为什么在龙脊梯田上，
老奶奶会认为“那么大的人还踩谷子”是件
不可思议的事。游客选择乡村游，选择的
便不仅仅是乡间野趣，也理应包含对生活
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农民的爱重，包含中
华民族千百年来对土地、对粮食的敬畏，至
少要从不踩踏农田、友善对待农民做起。

流量时代，乡村也要做好面对游客蜂
拥而至的准备。景区内是否做好了引
导？游客容易抵达的农田边是否做足了
提示，安排了巡逻力量？游客游玩路线、
景区观景台等是否规划合理？厕所、停车
场等基础设施建设有没有跟上？当地对
景区最大承载量有没有基本的预估？这
些问题都要尽量提前作答，方能避免游客
因不了解当地情况而对农民和农业生产
造成破坏。

农业生产与农业景观的合并开发利
用，既要有效也要长效。秋风送爽，又是
一年丰收季，让我们对土地保持敬畏，从
爱惜每一株稻谷做起。须知，农田景虽
美，粮食价更重。

龙脊梯田被踩，不能只看风景不顾粮
□□ 李丹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