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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颖

在特色民宿里感受中西结合、在度
假酒店内享受热情服务……从“年味经
济”到“赏花经济”，再到“假日经济”，今
年的文旅市场热点不断，“文旅顶流”城
市轮番登场。继“五一”旅游热之后，眼
下各地文旅又瞄上了“520”，纷纷推出
免门票政策、网红打卡地，希望继续搅
热市场。其中，淄博市马踏湖景区推出
不倒翁表演、《董永和七仙女》情景剧、浪
漫音乐喷泉灯光秀等，还提前开启了婚
姻巡回登记点，期望达到吸睛又吸金的
目标。

身处互联网时代，各种新技术新业
态新模式与传统市场不断融合，给旅游
市场注入活力。近两年人们旅游消费

热情高涨，各地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保障
政策，文旅部门花式“整活”，推动了文
旅市场转型升级。但从市场反馈看，真
正能让流量变成“留量”的，还是让游客
拥有高品质的体验。

没有金刚钻，揽不了瓷器活儿。要
想达到吸睛又吸金的目标，就要把旅游
服务品质提上来。虽说互联网时代流
量就是金钱，但也不是什么流量都能

“吃”，什么热度都能蹭，过度夸大宣传
和不当选题策划都可能导致“翻车”，此
前各地文旅“花式内卷”时就出现了不
少反面案例。吸睛靠创意更要靠实力，
要在打好基础、夯实内功的基础上，不
断推出新思路、新玩法。

地方文旅想要吸睛，要针对不同消
费人群进行市场细分，推出精细化的旅

游产品套餐，切实提升旅游产品的吸引
力。除了不断创新的消费场景，火热的
文旅市场也离不开细致周到的服务保
障。当大量客流进入时，对景区的基础
设施、提供的旅游产品及旅游服务等都
是巨大的考验。景区周边临时停车位
是否充足，执法人员能不能主动与游客
沟通交流、认真倾听并解答游客疑问，
旅游安全、市场秩序、应急值守、投诉处
置各项重点工作是不是到位，都是影响
消费者旅游体验的重要因素。尤其是
在维护游客权益方面要做到监管全覆
盖，只有保障措施到位，才能吸引更多
游客“用脚投票”。

总而言之，文旅市场吸睛又吸金，需
要抓住人的需求这个核心，让人们在旅
游体验中感受到满满的获得感、幸福感。

文旅市场如何吸睛又吸金

□ 张英东

教育，“教”是手段，“育”才是目
的。然而，诸如小升初“掐尖”招生等做
法，不仅加剧了教育内卷，也带来了教
育的失衡。

据央视《焦点访谈》栏目报道，近期，
某中学在校园开放日为小学生家长提供
专门的通道，用来收集小学生简历，以服
务学生之名，行“掐尖”招生之实。

小升初“掐尖”招生为何屡禁不止、
“死而不僵”？这一现象凸显了教育资
源分配的不均衡，表现为优质资源过度

集中在特定区域，给家长和学生带来压
力。

在教育资源有限且分布不均的现实
下，名校为了保持或提升自身竞争力，往
往倾向于通过选拔最优秀的学生来保证
教育的“高产出”。名校、名师的背后，是
无数被“掐尖”的名生。有网友调侃，“掐
尖”招生让“名师出高徒”，变成了“先有
高徒，后有名师”。

家长对“掐尖”招生的默许和纵容，
反映了家长的焦虑心态，背后则是“不
让孩子输在起跑线”的观念在推波助
澜。面对激烈的社会竞争和对未来不

确定性的担忧，许多家长不惜一切代
价，试图通过各种途径为孩子争取更好
的教育资源。因此，一些培训机构和中
介机构利用信息不对称和家长的焦虑
心理，通过提供所谓的提分宝典、组织
培训等方式从中牟利，加剧了“掐尖”招
生这一乱象。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掐尖”招生往
往只关注学生的考试成绩，而忽视学生
的个性发展、兴趣爱好以及全面能力的
培养，这些都可能对孩子的心理健康和
长远发展造成负面影响。彻底根除“掐
尖”招生这一顽疾，需要政府、学校、家庭

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从制度建设、监
管强化、观念引导等多方面入手。明确
禁止任何形式的小升初选拔考试，对违
规学校及负责人实施严厉的行政处罚，
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形成震慑效应。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维护
教育公平，不仅是实现社会公正的基础，
更是国家长远发展的需要。面对“掐尖”
招生这一教育领域的沉疴宿疾，我们必须
拿出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勇气，斩断隐秘的
利益链条，完善学校考评机制，加大教育
投入，缩小学校之间的差距，让每一个孩
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小升初“掐尖”招生带来教育失衡

警惕未成年人网络“追星” 徐民 作

□ 王彬

近日，西安科技大学“改
成绩事件”引发广泛关注。随
后，涉事的该学院工作人员张
某某称，“改成绩”之举是为

“救”学生，因为涉事学生王某
某是班级班长，日常表现良
好，深受师生认可，且该生已
经考取本校研究生，不想因为
补考未过影响学生继续求
学。5月15日，西安科技大学
官网发布调查情况通报称，经
研究，认定王某某更改的成绩
无效，校方还对“改成绩事件”
的相关人员予以了处分。

众所周知，考试是为公平
而生，成绩则是客观严肃的存
在，不容马虎与懈怠。成绩要
经得起检验与推敲，稍有不慎就
会有违公平和正义，给社会带来
极坏的负面效应。

在此事件中，这位改学生
成绩的老师竟然辩称“改成绩
是为了‘救’学生”，这神操作
实在令人无法理解。如此奇
葩逻辑与观点简直是在自欺
欺人，或许骗得了自己，但骗
不了大众。

学生的前途当然重要，但
这次改的是补考成绩，不是首次考试，而补考
本身就是学校多给的一次机会，只要稍微上
点心、花点功夫，参加补考的学生基本都能通
过。这位学生连这点努力都不愿意付出，只
能说明他不在意自己的前途，“救”学生一说
也站不住脚。

如果这位老师的观点成立的话，那就相
当于说，考上研究生就意味着拥有“特权”，可
以开“绿灯”。更奇葩的是，这种错误观点竟
然还披上了“为学生好”的外衣。如果遇到问
题和困难，就想着走捷径、找关系、找人通融，
这无疑是在把学生培养成可以无视规则的
人。试想一下，习惯以如此逻辑行事的学生将
来到了社会上，他会恪守原则、敬畏公平吗？
违背规则的做法是在害人，绝非是在育人。

“改成绩事件”真正让人担忧的，并不只
是老师帮学生改成绩本身，而是有人违背规
则与公平，还能如此振振有词。现在，学校调
查结果公布，相关人员也受到了处分，但学校
的管理不能到此为止。学校要进一步强化规
则、树立规范，用制度纠偏奇葩的逻辑思维，
别再让改成绩是为“救”学生这种说辞出来丢
人现眼。

给学生和老师补上一堂“规则课”，提高
学生和老师的违规代价和越轨成本，这才是
真正的“救”学生之举。 据《钱江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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