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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渝论坛

近日，一男子自称购买了两张有塑封的“全新折叠床”，却发现床上标有救灾物资字样。随
后，当地相关部门回应，该床是使用过的救援物资，重新消毒塑封后本该送入钢厂销毁，却被人
私自出售，目前正在严查。

点评：救灾物资不是商品，公开出售救灾物资已涉嫌违法。当地应尽快溯源，理清责任，依
法依规予以处置。同时，也要对救灾物资管理链条进行查漏补缺，堵上救灾物资流入市场的漏
洞，妥善回应公众关切。

□新重庆-重庆日报评论员 张燕

8 月 15 日，是第二个全国生态日。这一
天，我们既看城市繁华，又赏自然静谧，寻找共
生之美。

这是设立全国生态日的第二年，但我们对
绿水青山的爱意，伴着“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
巫山不是云”的诗句，走过了漫长岁月。绿水
之美，美在碧波荡漾、沁润人心；青山之美，美
在山高险峻、天山共色。重庆的美，便是这样
一幅流动的画卷——水在城中，城在山中，人
在景中，城景相融。

这样的和谐之美，有诗与远方作证，也有
最新数据印证。上半年，重庆市生态环境领域

公共服务质量满意度得分为86.19，名列全国
第一。“86.19”的构成是立体的——空气质量
优良天数163天、74个国控断面水质优良比例
98.6%、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100%、建成1600余个“无废城市细胞”……事
实证明，生态保护的效果是显著的、可感的。

重庆，地处长江上游和三峡库区腹心地
带，是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最后一道关口。上
游守住了，山水之美便能流淌到下游；上游失
守了，一江之水恐难清澈。在重庆，筑牢生态
屏障，是一种号召、一种责任，更是一种行动。

在重庆璧山，各类污染源排放总量和生态
补偿金紧密挂钩，排名靠后的单位缴纳补偿
金，排名靠前的单位获得奖励。“奖惩金最高可
达10万元”——这，就是空气质量生态补偿机
制，也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现实写
照。截至8月1日，璧山的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同比增加了 25 天。一地保护生态环境的决

心、力度，正是重庆大抓保护的缩影。
行动，是结果指向，更是问题导向。面对

生态环保领域存在的难点、堵点、痛点，必须
靶向治理、精准发力。最近，生态环境部公布
了 6 个典型案例。其中，重庆市江津区生态
环境局执法人员对某酒业公司现场检查发
现，该公司存在编造虚假监测数据、出具虚假
监测报告等问题。对此，重庆对第三方机构
及公司负责人实施“双罚”，震慑不法企业的
同时，倒逼第三方机构守法自律、规范发展，
从而实现标本兼治。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首个全国生态日作
出重要指示：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现代化，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作为美丽
中国建设先行区，重庆于今年发布了《美丽
重庆建设行动计划》。这份“美丽计划”，以

“天蓝水清土净的美丽重庆”为目标，以“九
治”生态治理体系为支撑，聚焦“两江四岸”

这一最具标志性和辨识度的城市区域，明确
了重点任务和主要抓手，是一份十分详实的

“施工图”。
按图施工，检验执行力。为生态保护设立

一个特殊节点，正是不断提醒我们挂图作战、
打表推进——“美丽计划”进展到哪一步了？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到位没有？
长江“十年禁渔”成效如何？生物多样性保护
效果如何？绿色低碳发展机制健全没有？每
一次叩问，每一次梳理，每一次盘点，都是对生
态负责，对城市负责，对人民负责。

全国生态日是节点，更是动力。它告诉
我们，对绿水青山的珍视，要落到每一天，落
到“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共识中，落到

“推进生态治理系统重塑”的谋划中，落到“打
造绿色低碳发展高地”的行动中，让一江碧水
向东流，让和谐之美成为新重庆建设的生动
注脚。

对绿水青山的珍视要落到每一天对绿水青山的珍视要落到每一天

□新重庆-重庆日报评论员 王瑞琳

遏止“黄牛”倒票年年说，却好像总也看不
到头。最近，有记者在国家博物馆外随机采访
30位游客后，发现其中28人都是靠黄牛票进
馆。换句话说，在这群游客中，通过正规渠道
预约进馆的成功率，竟只有1/15。

样本容量虽不大，不足以反映整体情况，
但也已很能说明问题——黄牛倒票现象，依然
十分猖獗。正值暑期，博物馆客流量激增，抢
票一拼手速、二看运气。想要张票，咋就这么
难？抢票的“对手”本就很多了，奈何黄牛还下
场“包圆”了大多数票。

有了技术加持，黄牛确实比普通人“牛”得
多。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办理的一起案
件显示，黄牛有自己的抢票软件，可以在开票
时以秒为单位锁定大量号源。本就不大的蛋
糕，黄牛一出手就分走一大块，也难怪30名游
客中就只有2个是自己预约的。

参观的热情此起彼伏、进馆的“通道”一
缩再缩，谁有票谁就可以“坐地起价”，且不愁
没有买家。但，这种“坐地起价”涉嫌违法违
规。因为，有政策明文规定，“中央级文化文
物部门归口管理的博物馆（院）全部向社会免
费开放，各省级综合博物馆全部向社会免费
开放”。

参观公益属性的文博单位，是公众的权
益。对博物馆而言，面对游客不得不找黄牛的
现实，其实也委屈。近年来，为了保障公众这
份权益，从要求实名制约票到人脸识别入场，
再到取消预约制，各地博物馆都在积极作出调
整。不过，“1/15”的预约成功率还是无情摆到
了人们面前。

对待利用公共资源牟取私利的不法分子，
要一如既往“出现一起打击一起”，从严从重予
以惩治，提高其违法成本。同时，技术问题技
术治，监管部门、文旅部门有必要联合馆方，进
一步筑牢抢票系统的技术“防火墙”。如，通过
算法升级，以毫秒为单位全面检测并拦截黄牛
刷票行为。

黄牛之猖獗，根本上源自供需矛盾。诚
然，博物馆的载客量有限，票源紧张也是事
实。但是，公众的精神文化诉求需要得到回
应，哪怕每次只能进步一点点，也值得尝试。
现如今，很多博物馆都在探索“周一不闭馆”

“博物馆夜游”等，主动向公众释放便利。
遏止黄牛倒票虽是老生常谈，但问题没解

决就还得继续“谈”。这不仅是游客花钱买票
的“小账”，也是呵护文旅市场的“大账”。期待
相关部门与单位不断摸索可行方案，压缩黄牛
生存空间，别再让“1/15”的预约成功率给游客
泼冷水。

“1/15预约成功率”是在给游客泼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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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军荣

在灯光和布景下，一位身穿
白大褂的医生盯住镜头，眼神不
时瞟向一侧的提词板，面带笑意，
侃侃而谈。这不是电视台在录节
目，而是一些主打健康科普的医
生，以拍摄自媒体视频走红网络
的方式。他们在短视频平台、社
交媒体上做科普、讲解健康知识，
有些已被打造成拥有百万粉丝的

“网红医生”。
一部分医生凭借扎实的专业

知识及独特的个人魅力，通过向
公众科普医疗健康知识，在网络
上获取众多粉丝，成为“网红医
生”。这本该是一件不错的事，却
在一系列“利益”操作之下逐渐变
了味。

变味的“网红医生”体现为：
虽然知晓“操作”与“流量”，但在
医疗健康知识方面其实是“小
白”。他们向公众科普的内容，可
能是幕后团队在网上东拼西凑加
工出来的，权威性着实堪忧。这
样的“网红医生”，不误导公众就
不错了，怎能寄望从他们身上获
取真正的干货？

这些“网红医生”之所以变
味，是因为其初衷本就不纯粹。
有些“网红医生”团队不在科普内
容的质量上下功夫，反而一心钻
营“流量密码”，想方设法编故事，
来达到博取流量的目的。说到
底，“医生”是假，“网红”是真。个别自媒体丝毫不
顾“胡说八道”可能带来的恶劣后果，只想着在医
疗科普的“差异化赛道”上闯出成绩，实在是模糊
了底线、丢失了公德。

与此同时，中央网信办正在全国范围内部署
开展“清朗·网络直播领域虚假和低俗乱象整治”
专项行动。该行动重点整治的突出问题，就包括

“伪科普”“伪知识”混淆视听，冒充金融、教育、医
疗卫生、司法等领域专业人员，借提供所谓“专业
服务”带货卖课等。

观众不需要变味的“网红医生”，清朗的网络
空间不容“伪科普”横行。一方面，观众要保持理
性与警惕，面对涉及自身健康的问题，该去医院还
得去医院，别轻信“网红医生”支的招。另一方面，
相关部门要强化管理与监督，督促网络平台切实
担负起审核、把关责任，及时处理虚假、夸大、具有
误导性的“伪科普”内容。

向公众传播真实可靠的医疗健康知识，本不
是坏事，可一旦“变味”就会带来或大或小的负面
影响。各大短视频平台要严格把关医生专业身份
认证，提高医疗健康科普视频发布门槛，别让某些
不靠谱的“网红医生”忽悠人。

别
让
变
味
的

别
让
变
味
的
﹃﹃
网
红
医
生

网
红
医
生
﹄﹄
忽
悠
人

忽
悠
人

紧跟消费新趋势紧跟消费新趋势 凉凉资源才能变资源才能变热热产业产业重庆避暑游今年面临
游客流失挑战——

▲8月11日，南川区金佛山景区，云雾绕着喀斯特桌山地貌翻滚、涌动，形成美丽的云海景观，
吸引不少游客打卡拍照。 通讯员 胡波 摄/视觉重庆

◀8月7日，云阳县农坝镇云峰村，避暑的小朋友在“林下游乐园”玩耍。
记者 崔力 摄/视觉重庆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韩毅

天色澄澈，山风悠长。
8月14日，武隆区羊角街道清水村村民张

秀娥，一大早就背了一篼菜到仙女山场镇售
卖。

“不知游客都去哪儿了？我这些菜原本是
种来供自家农家乐用的，可暑假快结束了，农
家乐生意却并没有想象中的好，只能拿出来散
卖。”张秀娥嘟囔着说。

今年暑期，我市多个传统热门避暑地的经
营者均表示：“生意不及预期，接待量不饱和。”

作为全国避暑游市场重要客源地的重庆，
为何本地稀缺的“凉”资源却略显“冷清”呢？
连日来，记者就此进行了走访。

经营者：游客都去哪儿了

“往年这个时候，我家至少住有三四十个
避暑客，订房至少要提前一两个星期，有时连
客厅都打起地铺，而今年暑期，房间从来都没
有住满过。”张秀娥称。

张秀娥所在的清水村海拔1000多米，紧
邻仙女山场镇，属典型的喀斯特地貌，绿水青
山、风景秀丽。

2019年，依托当地独特的生态自然资源，
该村成功打造了懒坝国际艺术度假区。看到
商机的张秀娥返乡创业，利用自家房屋开起了
农家乐。

“前几年，生意确实好，上山避暑的客人络
绎不绝，一个夏季就能挣二三十万元，比外出
打工强。”她称，今年暑期，她的农家乐没有延
续往年的火爆，不仅房费降到每晚250元以
下，入住率也不到之前的一半。

万盛经开区黑山镇也是我市知名的避暑
胜地。看准了“气候差”带来的商机，90后李佳
将自家房子改造成客栈，主要接待避暑客。

“今年，不仅游客上山的时间延后，人流量
也少。”李佳说，直到7月中旬，才开始有游客陆
续上山避暑，比往年晚了20多天，人流量也有
所下滑，“一房难求”的现象基本不存在，尤其
是周一到周五，附近绝大多数民宿、客栈、农家
乐都有空房。此外，客房价格也有所下降，周
末价格普遍只有三四百元。

“今年暑期的客流量有所下降。”万盛奥陶
纪景区相关负责人称。

该景区位于万盛黑山之巅，海拔1300多
米，打造有高空极限类、高空刺激类、高空体验

类、游乐趣玩类、自然景观类等游乐设施，深受
年轻游客喜欢，是我市知名的热门景区。

该负责人表示，除团队游客外，今年暑期，
散客数量的降幅不低于10%。

观察者：游客的脚步走得更远了

避暑旅游，对重庆人而言，可谓一种刚需。
有研究机构测算，重庆人的避暑旅游需求

潜力约为500亿元，直接带火了贵州、湖北、四
川等周边省市的避暑经济。

同时，重庆也拥有非常丰富的“凉”资源。

全市的山地面积占总面积的75.33%，其中有
海拔1200米以上高山的区县多达22个，如巫
溪阴条岭、南川金佛山、石柱大风堡等。

近年来，我市依托这些“凉”资源，打造了
武隆仙女山、丰都南天湖、石柱黄水等多个国
家级旅游度假区，避暑旅游发展势头喜人。

那么，既有客源，又有资源，为何一些高山
涉旅行业的经营者还喊“饿”呢？

“不是重庆人不去避暑了，而是走得更远
了。”携程集团区域政务总经理张大伟表示，根
据该平台数据监测，重庆既是我国暑期旅游市
场的十大客源城市之一，也是十大目的地城市
之一。

今年暑期，“哪里凉快哪里待着”仍是游客
首要考量因素之一，但游客的出游半径明显扩

大了。
携程《2024暑期旅游市场预测报告》显

示：长线游是暑期主力，占比超过七成。其中，
东北、西南、西北地区旅游订单同比分别增长
40%、25%、20%。代表性的长线游目的地包
括新疆环线、青甘环线、呼和浩特草原环线、川
西环线、滇西环线等，8—10天长线游成为游客
最爱。

该报告还显示，与避暑相关的跟团游、自
由行、景区门票等旅游产品订单同比去年增长
超1倍。其中，草原类、湖泊类、漂流类、水上乐
园类旅游产品订单同比增长超两成。

此外，这个暑期，地球村上更是“长满”了
中国人，从非洲大草原到南美热带雨林，从欧
洲杯绿茵场到东南亚海岛……都有中国游客

的身影。尤其是巴黎奥运会、欧洲杯等体育
赛事拉动赴欧旅游订单增长显著，其中法国
暑期旅游订单同比增长八成，包车游订单同
比增长超五成；德国旅游订单同比增长1.5倍
以上。

“本地游客批量外流，赴渝游客又多集中
在中心城区，由此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重庆部
分郊区高山避暑游目的地客流量减少。”张大
伟称。

对此，中国旅游研究院长江旅游研究基地
首席专家、重庆旅游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罗兹柏
分析称，相比东北、西北等地的“凉”资源，重庆
高山避暑的比较优势相对较弱。随着游客脚
步走得更远，过去严重依赖本地市场的重庆高
山避暑旅游目的地，在全国性乃至全球性竞争
中，自然落入下风。

专家：盘活“凉”资源，产业需升级

既有3000多万人口的客源大市场，又有
广袤的山地资源，还肩负着高山居民“旅游致
富”的殷切期盼，重庆如何进一步盘活“凉”资
源？

“避暑旅游，具有形式自由、修身养性、停
留时间较长、消费水平较高等特点，是提质增
效文旅行业的有效手段。”中国旅游研究院战
略所所长吴普称，重庆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山
区、大库区于一体，立足山地资源优势，融合

“大生态”“大农业”“大康养”“大休闲”等内容，
打造全国首选山地休闲避暑旅游目的地，大有
可为。

他表示，气候、旅游资源、品牌是近年游
客选择避暑旅游目的地的核心影响要素，其
中游客对气候适应性的关注比例达到44.4%，
对避暑资源吸引力、避暑旅游目的地品牌的
关注比例分别达到 43.3%和 39.7%。此外，
避暑旅游公共服务指数、避暑形象及宣传指
数、支撑产业、信息可获性等，也会影响游客
的选择。

因此，重庆要进一步盘活“凉”资源，需进
行产业升级，包括大力发展中医药康养、运动
康养、森林康养、乡村康养、休闲避暑等，与时
俱进地满足游客不断变化的消费需求。

“重庆不少避暑地，不同程度存在产品同
质化、公共服务能力不足等问题，从而造成过
路客多、常住客少、回头客更少的现象。”罗兹
柏称，重庆发展“避暑经济”，必须充分突出自
身优势，补足短板，精准发力，拿出有辨识度的
产品，推出有竞争力的服务，为游客提供多元
化的消费产品和服务。同时，还要努力破解季
节性消费“忽冷忽热”的尴尬局面，让“春日经
济”“夏日经济”“冰雪经济”等形成闭环。

重报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