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丑陋！据报道，近日，在杭
州信义坊百年樱花树下，某网红
团队为拍摄“樱花雨”效果，期间
曾多次对樱花树进行疯狂摇晃，
导致大量花瓣掉落在地。该网
红团队所在公司写致歉信表示，

“愿承担一切损失”。
这一摇，散落一地的是樱

花，也是摇者的道德和人品。为
拍出更美画面，吸引更多流量，
便不惜以破坏百年樱花树为代
价，这种做法违背公德，确实丑
陋无比。

尽管迫于压力，该网红团队
所在公司已经道歉，但于事无
补。这种道歉是苍白的，也是廉
价的。摇落樱花，损害樱花树，
造成的后果无法挽回，如何承担
损失？影响其他游客观赏，败坏
城市形象，如何弥补过错？

至于“加强管理，提高员工
素养”，更像是口号式表态，既不
真诚，也无从监督。一言以蔽
之，这种道歉并未触及问题本
质，也不可能赢得广大网友认
可。正如有网友所称：“怎么赔
偿损失，现在一封手写道歉函就
可以抵消一切吗？”

类似这种追逐流量的网红
团队，让他们长记性的最好方式
就是限制他们流量变现的渠道，
压缩他们猎取流量的空间，乃至
于让这种病态的模式“凉凉”。
这种处罚，才能使他们受到触

动，并带来以儆效尤之效。
由此，也需讨论一个备受关

注的现实命题，如何规范那些在
公共场所直播的网红团队？有
网友感慨：“那些网红直播整个
大音响在外面，能不能管管？真
的很吵很吵。”毋庸讳言，有的网
红直播已经成为一大公害，体现
在制造噪音，乱扔垃圾，破坏公
共秩序，严重扰民。

不久前，媒体报道了这样一
个案例，民警对一起网络直播进
行“训诫”，播主向居民道歉。起
因是，该主播在网络直播时与人
打PK，当遇到粉丝打赏，边歇斯
底里地喊叫，严重影响了附近居
民的生活。以直播为营生，并无
不可，前提是守法守规，不能违
背公序良俗。

无论摇落樱花，还是严重扰
民，这些直播都引发了众怒，是
该被规束了。

网红再红，也不能乱来。依
赖不正常的方式换来了流量，并
不值得称道。遏制一些网红直
播团队的公害化趋势，强有力的
手段就是断了他们乱来的渠道，
这是釜底抽薪之举。

·秦川·
（来源：人民网）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新时代建
设农业强国的重要任务。当前，

“三农”工作重心已经实现历史性
转移，人力投入、物力配置、财力
保障都要转移到乡村振兴上来。如
何让政策和资源真正落到实处，发
挥作用，离不开资源的合理分配科
学规划，产业链配套的科学布局，
相关扶持政策的有效支持。

资源合理分配布局提供充足后
劲。乡村振兴离不开各类资源要素
的投入。其中，土地资源是乡村发
展的重要依托。为破解乡村发展用
地难题，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
提出，新编县乡级国土空间规划应
安排不少于 10%的建设用地指标，
重点保障乡村产业发展用地。当
前，部分地区出现土地资源指标在
乡村分配中失衡等情况，无疑会限
制当地引进新产业，发挥规模效
应，限制其长远发展的潜力。这就
要求地方党委政府在资源分配规划
中深入调研，合理配置，科学谋
划。

产业链科学布局增强地区竞争
力。产业振兴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
要基础，离不开产业链的延伸和发
展。每个地区都具有自身特点，拥
有适合自己的产业，唯有把准产业
方向，科学布局产业链内各环节，

才能让地区经济焕发活力健康持续
发展。当前，部分乡村地区存在小
型民营企业、个体户盲目跟风市
场，不同乡村之间同质化现象严
重，部分乡村产业链看似完整，但
企业集中在产业链某个环节，前后
端存在供需矛盾……这是地方党委
政府和企业未能科学认识市场，未

能正视自身优劣势导致的。乡村振
兴必须要把“土特产”这3个字琢
磨透，依托农业农村特色资源，推
动乡村产业全链条升级，增强市场
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把政策资源落在刀刃上让项目
落地发芽。近年来，各级党委政府
积极推动乡村振兴发展，不仅提供

政策支持，且给予大量物资保障。
但部分地区仍存在人、财、物分配
缺乏针对性，制定的政策、派下去
的人、拨下去的钱，缺乏追踪管理
调整，导致政策难落地，资源打水
漂。事实证明，唯有让政策更切合
实际，更有针对性，才能切实解决
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物资保障
更精准到位，让想干、懂干、能干
的企业、项目、个人获得支持，政
府才能更好发挥引导作用。应加快
农村产业现代化市县细化政策出
台，重点完善扶持产业筛选机制，
包括重点考察市场规模、增长潜
力、带头人能力、地方优势、联农
带农能力等，要让每一笔钱发挥效
用。

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
之大事，必作于细。乡村振兴是一
个宏大课题，也是一项伟大工程。
完成这一宏伟大业既要有顶层设
计，更需将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
地落实，让乡村振兴政策资源落地
发芽。 ·伏特·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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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则“因航班延误缺
考复试考研生崩溃大哭”的消息
登上热搜，引发网友关注。3月
26 日下午，该考生所报考的学
校决定批准因极端天气原因交
通延误的同学，可向学院提交证
明材料，按流程参加学院组织的
复试。学院已主动联系了受极
端天气影响的同学。

这位安徽的考生，原本要报
考广东工业大学，因为航班延误
而错过了24日的复试。他在网
上分享这段经历以后，很多网友
为他出主意，学校也给了他重新
参加复试的机会，这样的结局让
人欣慰，高校人性化的处理方式
也值得点赞。

给延误的考研生一次补考
的机会，是特殊照顾吗？当然谈
不上。因为从新闻来看，从收到
复试通知开始，该考生很积极地
准备行程。之所以错过复试，除
了天气的不可抗力因素外，主要
原因还在于学校方面预留的准
备时间太短了——3 月 22 日官
网通知，24日就复试，只预留了
一两天时间。

对外地学生来说，如此仓促
的行程安排，显然不够友好。像
新闻中的当事人，23 日前往外
地考试，正好赶上航班延误，尝
试其他交通方式也来不及，几乎
没有什么缓冲的余地。因此，学
校给延误的学生安排复试，也是
弥补行程安排欠妥的不足。

但不可否认，该考生能够争
取到复试机会，舆论推动发挥了
重要的作用。如果受影响的考
生没有在网络发声，事情没有发
酵，没有登上热搜，那他是不是
就失去了机会呢？

此外，对于此次复试来说，
即便延误的考生有机会重考，也

是一种事后补救，未必谈得上绝
对公平。一方面，对那些已经正
常参加了复试的学生来说，他们
难免会担心，两场复试是不是会
被公平对待？另一方面，被耽误
的学生心态多少会有波动，是否
影响复试结果，同样是一个未知
数。参加复试还得准备相应的
证明材料，也是一种折腾。

研究生招考，一年只有一
次。对学校而言，这是遴选人才
的重要时机；对考研生而言，它
可能不只是提升学历的机会，更
是改变人生轨迹的重要契机。
所以，为考生创造公平竞争的环
境，尽可能避免一切场外因素的
影响，实在太重要了。

就像很多网友提到的，学校
方面在安排复试时，完全可以预
留更多时间，给考生们留有更充
分的缓冲余地，以便他们做好复
试前的准备工作。研究生招考
本身就是面向全国展开，如果通
知下发两天就组织考试，那对外
地学生来说可能造成不公平。
如果因此错过一些优秀人才，不
仅是考生的遗憾，也是学校的损
失。

在此次事件中，好在学校面
对舆论及时回应，给了考生参加
复试的机会。但此次风波也是
个提醒，学校方面不仅要有人性
化思维，在涉及考试公平的重大
事项上，更得安排好各项流程，
真正为考生着想，把细节工作做
到位。唯有如此，才能少一些可
能产生争议的“特事特办”。

·熊志·
（来源：光明网）

“睡得好吗”正在取代“吃了
吗”成为不少朋友之间见面的开场
白。估计没有人会预料到，再日常
不过的睡觉在今天会成为一个问
题。

中国睡眠研究会之前发布的一
份关于国人睡眠状况的报告显示，
2012 年至 2022 年这 10 年间，国人

的入睡时间晚了两个多小时，睡眠
平均时间由 8.5 小时缩减到 7.06 小
时。媒体在调查中还发现，我国睡
眠障碍人群日益增多，且呈现低龄
化趋势。

其实不用这些数据“背书”，
日常消费场景中，睡眠“周边”产
品的持续火热足以说明一切。褪黑

素、酸枣仁、蒸汽眼罩、乳胶床
垫、监测睡眠质量的穿戴设备等，
每一个风口都支撑起不小的市场。
为了摆脱手机的诱惑，强行戒掉睡
前刷手机的“瘾”性行为，消除不
断晚睡的可能，手机定时盒、手机
锁近来成为市场新宠。

睡眠经济的崛起，会让我们睡
得更好吗？虽然尚未有严谨的统计
或研究，但就日常体验来说，似乎
并不如此。在铺天盖地的睡眠经济
营销中，睡眠成为一种因稀缺而宝
贵的资源，在医学话语的叙事包装
下，各类助眠产品成为睡眠这件事
的“神助攻”，似乎反倒放大了人
们的睡眠焦虑。

睡眠，当然是一种医学现象，
但更是一种文化现象。我们可能高
估了自己对睡觉这件事的掌控权，
相对也低估了社会文化在塑造我们
如何睡觉这件事上的影响力。

在崇尚高效的社会，在“付出
总有回报”的说法仍大行其道的今
天，起床时间晚、爱睡觉、睡觉时
间长往往与懒惰、倦怠这样的标签
捆绑在一起。在社交媒体上，“你
见过凌晨4点钟的图书馆吗”之类
的帖子总是能获得广泛传播，记录
早起生活的短视频成为众多人效仿
的模板。在这套话语中，抱怨忙碌
似乎是成功者的标配，睡眠自由在
一些时候却被认为是失败或无所事
事的佐证。

没有人否认，在睡眠这件事

上，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最适宜
模式，而灵活安排睡眠也是个人自
由。但面对可以说无孔不入的文化
等影响，个人似乎根本难以抵挡。
不少人明明可以早睡，也要主动选
择熬夜学习或工作，美其名曰拿回
对时间的掌控权，但实际上也是对
社会流行的“睡眠正确”的妥协与
解码。

当然，睡眠不仅是个人问题，
更是社会问题。不少人不得不晚
睡、被迫睡不好，并不只是个人自
制力或情绪处理等自身的管理问
题。比如，功利化的教育理念及教
学方式让孩子背负沉重的课业负
担，因此导致的睡眠不足现象持续
凸显；而模糊了工作时间和私人时
间的工作机制也让职场人不得已持
续保持“在线”状态，自由睡眠变
得奢侈。

睡眠对我们是如此重要，人生
有接近三分之一的时间躺在床上。
关于长期睡眠不足对健康的侵害，
每个人都能列出一个长长的清单。
这些侵害的发生，损害的不仅是个
体的健康，也是国民的健康，单从
人力资本折损的角度，睡眠问题就
足以成为一个重要的公共卫生问
题。如何拯救睡眠，不应只是一个
人的斗争。而显然，我们的斗争才
刚刚打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王丹·
（来源：光明网）

统一的小桥流水、青砖白墙绿
瓦、红灯笼；无论哪个古镇都有卖
丝绸的、卖钥匙扣的、卖手工首饰
的；甚至连“特色小吃”都变得千
篇一律，臭豆腐、烤肠、甑糕……
不知何时起，古镇渐渐“长”得越
来越像，古镇里的商铺和特色小吃
也越来越像，相似性渐渐取代了每
个古镇的独特性。

古镇承载着岁月的洗礼，历史
文化、民间习俗各不相同，独特的
人文韵味吸引着广大游客。但是近
年来，伴随着古镇商业化开发热
潮，许多古镇的原住民生活元素消
失，被商业元素取代，出现了相似
的商铺、特色小吃等，导致古镇之
间的独特性逐渐淡化，呈现出“千
镇一面”的尴尬。

许多古镇的特色小吃、商品，
原本主要针对本地居民，手工制品
供应量有限，风格、风味相对独
特。在成为旅游景点后，住家逐渐
变成了商铺，商家基于利益驱动，
在销售方面迎合游客需求，虽仍然
以纪念品、特色小吃为主，但是为
赚取更多利润，改为批发商供应，
特色制品变成了工业化、流水线制
品，独特性逐渐消失，对游客的吸
引力也随之下降。

“千镇一面”的根源，在于古
镇过度商业化开发，管理者缺乏长
远规划，在开发设计时急于求成，
热衷模仿、照搬商业化运营成功的
古镇，同时对商业业态疏于统筹管
理，未能有效规制商家，没有保存
古镇的独特性。如此一来，游客体
验感下滑，吐槽不断，购买欲望和
重游率降低，在社交平台上有不少
劝退的帖子。可见，如果此种情况
再延续下去，古镇旅游将遭遇生存
危机。

因此，旅游管理部门在开发古
镇时，需要高瞻远瞩，在保护古镇
历史文化和商业运营之间取得平
衡，避免重复建设和恶性商业竞
争，保持古镇的宜居性和文化环
境。通过保护和传承本地文化，保
存古镇本地特色的习俗，使古镇保
持独特的文化特色和历史记忆，增
加游客的文化体验。

同时，有关部门要实施严格
的商业管理制度，鼓励商家提供
更具有本地特色的商品和服务，
鼓励具有独特性、个性化的商业
创意。除了销售纪念品、特色小
吃之外，商家还可以提供其他形
式的旅游产品和服务，例如，古镇
研学、文化体验、手工制作等。这

样，可以真正增加游客对于古镇
的兴趣和认识，吸引不同类型的
游客，提高游览时长和消费水平，

有利于古镇的可持续发展。
·江德斌·

（来源：光明网）

让乡村振兴政策和资源落地发芽

如何“拯救”睡眠

摆脱“千镇一面”，古镇才能吸引更多游客

考研生错过复试，
没上新闻又会怎样

摇落樱花雨为流量，
这样的网红直播该“凉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