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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时评

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全国各
地各具特色的古镇成为不少游客的旅
行目的地。然而也有人“吐槽”，部分古
镇“查重率过高”，拍出的照片如同“复
制粘贴”，不论是餐饮店还是纪念品店，
从南到北卖的都是类似的餐食和商品，

“千镇一面”的现象削减了旅游体验感。
从初代网红山西平遥、江苏周庄，

到时下热门的湖南凤凰、云南大理，古
镇一直是不少旅游爱好者追逐的“诗和
远方”。古镇之所以对游客产生持续的
吸引力，一方面是因其厚重的历史文化
底蕴和独特的人文风貌。让游客趋之
若鹜的不是古镇的名字，而是其背后的
历史、文化、建筑、特产等综合因素。另

一方面，古镇的原生态、慢节奏，也契合
了城市游客对乡愁与田园的想象和向
往，让他们选择趁着假期到古镇，使疲
惫的身心得到放松。

然而，时下不少古镇的相似度越来
越高，统一的青砖黛瓦、小桥流水，不仅

“长得”越来越像，连特色小吃都一样，烤
鱿鱼、臭豆腐还有淀粉肠，相似性渐渐地
取代了独特性。有网友戏言，论文写作
有“查重率”一说，是看一篇论文和其他
文章有多少相似之处，而套用到古镇，

“查重率”可达99％，另外的1％是当地人
口音。

某种程度上，这与一些古镇的过度
商业化有关。越来越多的商铺渐渐取代

古宅民居，减弱了古镇的烟火气和独特
性，让人好像走在度假村、商业街。还有
一些甚至靠“扮古”“装古”强行成为“古
镇”，刷差不多的白墙，挂差不多的红灯
笼，做差不多的小吃，让游客感觉像走了
一遍流水线。走同质化商业开发这条
路，看似前期花心思少、投资回报比较
快，实则目光短浅，容易让游客“审古疲
劳”。当游览一个古镇和游览十个古镇
一个样，古镇对游客的吸引力自然也会
不断下降，想持久发展就更不容易。

搞旅游开发不能图省事，套个模板
“复制粘贴”，跟风效仿。要改变“古镇
‘查重率’99%”的现象，一方面要转变对
古镇进行旅游开发的观念，在网络发达

的当下，旅游不是服务某位游客的“一锤
子买卖”，任何一位游客的体验和“吐槽”
都可能被大家看到，进而影响更多游客
的选择，开发者要密切关注游客的需求，
针对不同的游客群体精细化推出独特的
旅游产品，提供个性化的旅游服务，让游
客在古镇获得更多新鲜感，从而赢得游
客的口碑。另一方面，古镇旅游开发要
找准保护与开发之间的平衡点，坚持理
性发展，这是一个需要不断动态调整的
过程，既要让古镇不失原有特色和价值，
又要使其与时俱进，让历史的韵味在新
时代得以延续和传承。古镇只有始终保
持自己的特色，才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
之地，持久吸引游客前来消费。

古镇“查重率”99%？旅游开发岂能“复制粘贴”
□□ 吴学安

网红“试胆石”走红，吸引了很多游
客前去拍照打卡，但这块石头伸出崖体
的部分已经出现了裂痕，存在很大的安
全隐患。虽然当地有关部门在此处设
置了禁止靠近的标识，可是仍有人坐在
边缘双脚悬空进行拍摄，安全标识成了
虚设。在宝贵的生命面前，砸掉这块石
头，也意味着杜绝了安全隐患，因此，当
地这种选择无可厚非。

虽然许多人质疑，砸掉石头是对
自然景观的人为破坏，也是粗暴解决
安全隐患的表现。但试想，在打卡效
应的蔓延下，前来游玩的人可能还会

增加，如果稍有不慎，酿成安全事故，
将造成不可挽回的悲剧。站在当地管
理者的角度，砸掉石头是最为快速有
效的防范措施。

这些年来，野生景区不断出圈，有
很多未被开发的景观被游客自主发掘
出来，各地有关部门不妨变被动为主
动，提前将这类有观赏价值的景区充
分保护、开发和利用起来，打造成有规
划设计和有安全保障的正规景区。有
关部门在旅游管理中多想一层、多做
一步，方能最大程度避免这样的砸石
之憾。

生命价值胜于“试胆石”
□□ 胡喜庆

据笔者了解，“试胆石”所在的村
子群山环绕、奇石林立、植被茂密、景
致宜人，是旅游观光、寻觅野趣的好去
处。“试胆石”更显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如今被一锤砸下，难免令人惋惜。

不可否认，由于“试胆石”出现裂
缝，当地有关部门出于安全考虑，及
时采取安全措施，值得肯定。但具体
到防范手段上，是否一定要“一砸了
之”，却值得商榷一番。从照片和视
频可以看出，这块延伸出去的石头出
现裂缝但并未松动，如果可以通过技
术手段修补裂缝、加固石体，或许可
以兼顾安全与景观。相比修补和拯
救，一锤子砸掉倒是省事，安全隐患

也被排除了，但是对大自然的伤害却
难以弥合。

砸掉的“试胆石”也给我们提了个
醒，任何天然景观都是大自然赐予的
礼物，是经过千百年形成的自然遗产，
不可再生、不可复制，拆除自然景观更
应慎之又慎。事实上，我们还有很多
有类似情况的乡村，它们拥有得天独
厚的旅游资源却尚未被开发，如若在
修缮难度不大、耗资不多的前提下，对
一些野生景点加以保护利用，并在安
全管理上做足功课，定会吸引更多游
客慕名来此打卡体验，进而带动当地
旅游产业的发展，让野生景点也能焕
发出勃勃生机。

拆除自然景观应慎之又慎
□□ 苏尚久

“试胆石”变成“试命石”，却依然
抵挡不住部分游客拍照打卡的热情。
出于安全考虑，“试胆石”被一锤砸掉，
但是要看到，全国还有很多类似的野
生景点、奇观怪石，岂能全部砸完？因
此，笔者认为，在关注如何“治石”之
余，还应将旅游安全教育重视起来。

在相关新闻中可以看到，当地村
委会已经在崖边设置了警示标志，提
醒“试胆石”的裂缝隐患，但仍有人不
顾提示走上前端打卡，令旁观者为之
心颤。近年来，在野生景点因坠崖、溺

水等引发死伤的安全事故并不鲜见，
但却总有人对水域边“禁止游泳”、悬
崖边“禁止向前”等标识视若不见，对
游客的好心劝导置若罔闻。他们有的
是心怀侥幸，对危险缺乏敏感度；有的
是为了博出位、引流量；有的是追求感
官刺激。无论是何原因，“越界”旅游
都有很大风险。

这也提醒我们，进一步提升旅游
安全教育水平已经势在必行、刻不容
缓。只有提升人们的旅游安全意识，
才能从根源上防患于未然。

应重视旅游安全教育
□□ 赵戊辰

近日，河南某村悬崖上一块“试胆石”出现裂痕，但仍有游客不顾提示
前去打卡拍照。为此，当地砸掉了“试胆石”来消除安全隐患。有人认为
砸石之举是对生命安全的维护，也有人说这是对自然景观的破坏。对此，
你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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砸“试胆石”

三五好友结伴，携家带口出行，刚
结束的“五一”假期，我国国内旅游出游
合计2.74亿人次，同比增长70.83%。这
份热度不仅让旅游热门地变成了人山
人海的打卡胜地，还有一些鲜为人知的
非网红县城“弯道超车”，给游客带来了
别样的惊喜。有媒体报道，甘肃的高女
士因抢不到热门地的机票和酒店，转而
去了陕西省某地小县城游玩一番，意外
收获了一次丰富的旅游体验。

今年“五一”假期，旅游需求全面释
放，旅游消费呈井喷式爆发，一些热门
目的地“一票难求”，于是有不少网友像
高女士一样，选择了非网红县城等小众
旅游地，反而获得了一份难得的体验。

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一方面是因
为游客本身期待值没那么高，从中获得
的体验感反而更好，在这些游客自发的
网络点赞中，给非网红县城旅游添了热
度，也让更多人关注到这些地方。有媒
体报道，不少今年在网红城市、热门景
区极限“拉练”过的游客表示，“十一”假
期，他们更愿意选择到“养在深闺人未

识”的地方游玩，深入体验当地风土人
情和旅游乐趣。

同时，这也与近年来旅游消费升级
趋势有关，越来越多消费者旅游不再只
是为了打卡网红景点，开始更注重对旅
游体验和服务质量的追求；而且也不一
定只集中在“五一”等小长假，周末休闲
也可以“说走就走”。在县城，满足这样
的需求成为可能。县城面积不大，游客
不多，人们不必用“特种兵式”的旅游方
式集邮打卡或大排长龙，可以在两三天
的时间内逛好玩好，沉浸式、更悠闲的
旅游方式体验也很丰富。

当然，这些非网红县城能获得好
评，也要归功于县城的独特区位优势。
一方面，县城与乡村紧密相连，相比大
城市，多了些乡土气息，传统风貌也有
迹可循，既有其不可替代的文化功能，
也能带给游客美如画卷的自然景观，对
地方来说，还能够更好地带动乡村旅游
和农产品消费。比如，此前安徽省颍上
县就通过举办民俗艺术活动的方式，让
游客在这里找到共鸣。还有很多县城

以特色饮食和特色农产品为媒，让人们
在品尝地道风味之时，拉近了与彼此的
距离。前文的游客高女士便是在小县
城别具特色的老街上，看到了诸如桑叶
茶等农产品，提高了这趟旅游的印象
分。另一方面，县城又与城市互联互
通，相较于乡村，交通更便捷，一些县城
还有高铁可以直达，大大便利了游客出
行，餐饮、住宿等旅游出行必须要考虑
的资源也更为齐备。

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我国地
大物博，许多县城都有其独特韵味，具
备旅游业发展的潜力，在非网红县城热
度初显之时，如何能让更多“养在深闺”
的县城旅游品牌走得更远、走得更久？

首先，保持初心和定力很重要。要
知道，非网红县城之所以获得游客青
睐，更多是因其高质量的旅游体验，这
取决于县城的服务能力。景点排队人
多了怎么办？地方美食怎么保证正宗
实惠？景区商家如何平衡眼前利益与
长远利益？最近火遍全网的淄博烧烤
告诉我们，把问题想在前面，把预案做

在前面，坚持“以客为先”，让人们看到
诚意，就是游客想要的答案。

其次，保留县城特色是吸引人的关
键。前车之鉴证明，旅游景区外观“长
成一样”、饮食街“千街一面”等同质化
现象已被诟病，这也折射出了许多地方
发展旅游业定位有失偏颇。相比之下，
如果县城能立足本地特色提供“一县一
貌”的“打开方式”，定能给游客带来不
一样的旅游乐趣和新奇感。

最后，还应满足人们日益升级的旅
游需求。与集邮打卡式旅游相比，安
静、休闲的体验方式在小而精的县城更
容易实现。从这个意义来说，县城在布
局旅游景点、安排旅游路线时，应从县
域层面进行统筹，精耕细作地分类建
设，打造出独具韵味和价值的特色景
区，让游客能放慢节奏，仔细感受本地
饮食习俗、节日礼仪和历史文化等。

总而言之，非网红县城在发展旅游
业过程中，只有守住初心、保留特色、精
耕细作，方能在与游客“相遇”之时，带
来别样的旅游惊喜。

如何留住非网红县城带来的惊喜？
□□ 刘诗麟

近日，有媒体报道，湖南某县一所乡村小
学教师在批改期中试卷时，为留守儿童“定
制”了暖心评语，让孩子们感受到被照顾的暖
意。短短的评语，却饱含了教师对留守儿童
的关爱与呵护，这种注重细节的教育方式值
得称赞。

在农村，父母进城务工就业、孩子留守在乡
村的现象很普遍，父母的经常性“失陪”，导致教
育子女的部分责任转嫁给祖辈和学校。尽管置
身互联网时代，留守儿童和父母可以通过语音、
视频通话等手段与孩子沟通，但隔着屏幕的交
流却难以深入孩子们的精神世界。尽管祖辈对
孙辈的疼爱并不少，但“隔代寄养”却也有着难
以弥合的观念差异。种种原因导致留守儿童家
庭教育有不同程度的短板。也正因如此，校园

教育对留守儿童有着格外重要的意义。
乡村教师作为孩子们在校的第一接触

人，他们的教育理念和方式，对留守儿童有
着直接的影响。不管是课内教学、课外活
动还是心理教育，要想达到提高成绩、滋养
心理和塑造价值观等教育成效，都需要用
心用情地从一点一滴做起。前文中教师对
孩子们的评语，就是在细节中体现出的用
心。虽然只是一次期中考试，但这位老师
用“私人定制”的方式，“一把钥匙开一把
锁”，不仅能让每一位学生都能够从自己的
评语中收获赞扬或鼓励，也能对接下来的
学习起到针对性的指导作用。期待更多乡
村教师通过细节处的育人创新，传递出对
留守儿童的教育温度。

留守儿童教育可多些“定制”
□□ 杨朝清

大家谈征稿启事
对一些基层干部来说，“白+黑”“5+2”“节假日不休息”这些工作

模式早已成为常态。有的基层干部由于工作任务重、没时间，主动
放弃了休假权益。对于这种基层干部休假难的情况，你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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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五一”
假期，“特种兵式
旅游”成为热门话
题。为了节约时
间金钱，一些游客
不惜挑战体力和
时间的极限，以求

花最少的时间和金钱，游览最多的景点，
不管算不算真正的旅游，只要自己觉得
值得就行。但如果领导干部在基层调查
研究时，简单地“以数量论英雄”，只追求
打卡“去过”，搞“特种兵式”调研，把“做

了”当作“做好了”“做成了”，就不应
该了。

在脱贫攻坚时期，某位被干部群众私
下称为“网红书记”的落马官员在任时，经
常宣扬自己把本县299个村、3600多个村
小组都跑遍了，但其实搞的是“特种兵式”
调研：一天最多跑10多个乡镇，有的时候
就是用两三分钟、三四分钟，更有甚者，可
能在那里过了一下就叫去了。蜻蜓点水、
追求数量的调查研究，导致这名官员对本
县的扶贫难点都不掌握。

脚下沾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沉淀多

少真情。倘若调查研究“以数量论英
雄”，一味贪多求快，人虽然到了下级单
位，但却只是下车、握手、拍照、上车，脚
尖点一下地就算沾了基层的泥土，又怎
能真正体察实情、解剖麻雀，全面掌握情
况，做到心中有数？连百姓的实际需求
都了解不到，更不用提通过调查研究为
百姓排忧解难了。

调查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发现和解决问
题，须务求“深、实、细、准、效”。这就要求
领导干部要俯下身子，深入农村、社区、企
业等基层单位，面对面、心贴心倾听群众的

声音，了解掌握基层工作中的难题和顽瘴
痼疾等。宁可多花时间先钻研透、搞清楚
一个调研点的情况，找到解决问题的“钥
匙”，也不能走马观花，看似去了很多地方，
其实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

调查研究不仅是一种工作方法，还是
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得失成败的大问题，各
地基层领导干部切不能因追求数量而忽视
了质量。身入基层只是第一步，更要深入
基层、心到基层，才能为百姓解决实际问
题，让调查研究的过程成为推动事业发展
的过程。

调查研究莫要“以数量论英雄”
□□ 江武

“我欠您一次旅行。凭此欠条可免门票入
园一次，有效期十年。”刚过去的“五一”假期，
一张特殊的“欠条”登上热搜。起因是某景区
达到游客承载量开始限流，为安抚没有提前
预约又白跑一趟的游客，景区在门口为他们送
上食物和饮品，并打下这样的“欠条”。

每逢长假，热门景区人满为患已是常
态，尽管很多景区开始推出预约制，在名额
约满时发出“限流提醒”，但仍有很多游客不
约而至，陷入“过门而不得入”的窘境。游客
难得有闲暇，想去心仪景点游玩的心情可以
理解，但在景区客流过载时，游客扎堆容易
出现交通阻塞、排队时间长等问题，难免会
影响旅游体验。这张特殊的“欠条”体现了
景区的人性化服务，缓解了游客焦躁和失落
的心情，也为景区的长远发展打下了良好
基础。

这正是：
十年“欠条”送诚意，抚慰游客获点赞。
发展旅游算大账，美景常在人常来。

文@双生

《“《“欠条欠条”》”》 作者作者：：朱慧卿朱慧卿

今年“五一”假期，旅游需求全面释放，旅游消费呈井喷式爆发。有游客选择传统网红景点，在人山

人海中感受假日的热度；有游客无心插柳，在非网红县城获得惊喜与乐趣；也有游客兴致勃勃地前往特

色古镇，却发现风景仿若“复制粘贴”……在这个旅游业复苏与转型的阶段，县、乡、村旅游未来如何发

展？这个2.74亿人次出行的小长假，给我们留下了太多值得思考的话题。 ——编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