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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颖

阳春三月，风和日暖，在明媚的春光
中，人们纷纷走出家门踏青赏花，伴随而
来的“春日经济”火遍大江南北，各地迎
来新一轮文旅热。在我市，随着临清杏
花节、冠县梨花节等“春日限定”活动相
继拉开帷幕，“汉服赏花”“春季露营”等
春季场景式消费花样不断翻新，助力“春
日经济”持续升温。

“春日经济”是一种相对成熟的季节
性消费行为。近年来，“春日经济”不断
升温，其实是接触型消费、文旅消费等消
费热潮的表现之一。为抓住推进“春日

经济”发展的契机，各地深挖文旅资源，
策划创意活动，发展全域旅游，吸引了更
多的游客慕名前来“打卡”。比如，3月28
日至4月3日，冠县举办第十九届梨园文
化观光周活动，聊城市“乡村好时节·乐
动生活”主题年活动也在冠县同步启
动。主办方策划的《上春山》情景舞蹈表
演、《穿越千百年》情景短剧表演、非遗市
集展示、民俗展演进景区等主题系列活
动，将为游客增添许多趣味。又如，河南
云台山举办汉服花朝节，游客不仅可以游
玩赏花，还可以融入汉服巡游、国风表演；
云南罗平的油菜花不仅能看还能吃，当地
推出的油菜花炒腊肉、油菜花炒饵块等特

色美食为游客带来“尝鲜”新体验……全
国多地积极创新，以景为媒，推出一系列
融合旅游消费产品，不断提升游客体验。

创设新场景，增添新体验，让“春日
经济”迸发出新活力。让“春日经济”火
上一把，聊城有着很好的条件，无论是水
上古城的独特风貌，还是其他各县（市、
区）丰富的自然人文景观，都各具特色，
可以“赋能”文旅消费。希望各相关部门
能换个思维推进文旅产业发展，在发挥
原有特色的基础上，从消费者的需求出
发，为商家和消费者创造更好的营商环
境、消费环境，策划、引入更多创意项目，
推出更多更好的文旅消费新场景，通过

做活“眼球经济”，增强影响力，实现对传
统文旅消费市场的突破，把“春日经济”
搞得更加红火。

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城。
说到底，“春日经济”的重头戏还是文旅。
近年来，人们在赏花游玩时不再满足于
观赏和拍照，而是追求更为丰富多彩的
消费体验。只有为“春日经济”创新拓
展更多适于消费的场景、更加丰富的体
验，切实增强消费者的获得感和满足
感，才能达到让“流量”变“留量”的效
果，才能让春日“颜值”变成经济“产值”，
把“春日限定”变为“春日长青”，这或许
就是推进“春日经济”持续繁荣的关键。

让创意消费为“春日经济”添把火

□ 张英东

近日，山西长治上党区，一起遗失手
机归还事件引发了广泛关注：郭女士的
父亲捡到一部苹果手机后主动归还失
主，不料却遭失主方质疑，称手机壳内原
有的 200 元现金不翼而飞，要求赔偿。
虽然在警方的调解下，失主方放弃了赔
偿要求并拿回了手机，但这件事情的影
响和讨论并未就此结束。

拾金不昧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也是现代社会普遍倡导的道德规范，一
直被广泛赞颂和弘扬。拾金不昧的行为
不应被无端猜忌，拾金不昧的善意不应
被轻易辜负。这起事件的背后，不仅有
道德和法律层面的问题，更触及了社会
诚信和人际关系的深层次议题。

信任，是社会交往的基石。尤其在
涉及财物丢失与归还的情境下，失主对
拾金不昧者的基本信任尤为重要。该事
件中，失主方在没有任何直接证据的情
况下，仅凭主观推测便怀疑郭先生拿走
现金，这种行为不仅缺乏对他人的基本
尊重，也暴露出社会信任链条中的薄弱
环节，对鼓励社会成员积极行善、维护社
会诚信环境构成了潜在威胁。

从法律层面来说，该事件涉及举证
责任分配与事实推定的问题。我国法律
规定，主张权利存在或者权利受到妨害
的当事人，应当对该事实承担举证责任，
即“谁主张，谁举证”。在此案中，失主方
声称手机壳内有 200 元现金并丢失，应
对此承担举证责任。

尽管失主方表示不再追究现金问

题，并向郭先生道歉，但事件的余波依然
值得我们深思。从长远看，要进一步完
善相关法律法规，为拾金不昧者提供更
为明确的法律保护。可通过立法鼓励失
主对拾金不昧者表达适当感谢，如规定
在一定条件下，失主应当支付合理的寻
物费用或给予适当的物质奖励，以激励
更多人愿意主动归还捡拾到的财物。同
时，还可建立健全失物招领机制，简化归
还程序，减少拾金不昧者在归还过程中
遇到的风险。

唯天下至诚，为能化。我们唯有坚
持法律与道德并重，制度与舆论齐力，
才能有效守护拾金不昧这一传统美德，
鼓励更多人秉持诚信，敢于行善，共同
构建一个充满信任、公正与和谐的社会
环境。

拾金不昧的善意不应被辜负

□ 付彪

随着气温回升，赏花
成为春季热门的旅游活
动之一。目前，赏花游产品
在各大旅游平台上线，成为
旅游市场的一大亮点。

古往今来，赏花一直
是 颇 受 推 崇 的 休 闲 方
式。当下春暖花开，绚烂
的花海里，人们欣赏美
景、陶冶情操。赏花游受
到广泛青睐，反映出社会
消费信心增强，折射出人
们生活水平的提升。但
也要看到，目前，不少地
方的赏花游产品单一，开
发不够，缺少更丰富的活
动，二次消费严重不足。
此外，赏花目的地停车
场、厕所、园区道路等配
套资源，也与游客日渐提
升的高品质出游需求之
间存在落差。种种原因，
导致赏花游热得快去得
也快，相关产业链难以延伸，“赏花经济”面
临着“昙花一现”的窘境。如何推动赏花游
提质升级，是一个重要课题。

让赏花游“好花常开”，需要多措并举、
补齐短板。一方面，应结合本地特色，充分
挖掘自身资源，科学布局四季花种，让花海

“不空窗”，游客“不断档”；另一方面，注重
提供更丰富的旅游产品，因地制宜举办音
乐节、文化节、招商节等活动，集生态旅游
观光、民俗风情体验、农业特色展览、招商
引资洽谈于一体，促进赏花游消费升级。

赏花游不止于赏花，兴之所至更在花
外。深入挖掘赏花游的文化内涵，是提升
旅游产业附加值的重要基础。近年来，北
京世界花卉大观园、浙江杭州西溪国家湿
地公园、湖北武汉园博园等众多国内景区，
将赏花踏青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推出花朝节、花神巡游等与传统文化相关
的赏花活动，吸引了众多游客前往，这些做
法值得借鉴。

另外，还应探索赏花游如何与酒店、民
宿、餐饮、购物等场所形成互动，如何让线
路设计更合理，如何让目的地停车场、厕
所、园区道路等设施更完善，真正让游客玩
得开心、消费得放心。解决这些问题，需要
有关部门、行业组织和企业多方合力，充分
发挥“旅游+”的综合带动作用，为“赏花经
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当然，游客也要争
做“护花使者”，杜绝不文明赏花行为，促进
赏花游“好花常开”“好景常在”。

（据《江西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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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行动，搭建人才发展平台 徐民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