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夜校热
如今，夜校又火了。
4000余名青年参与，江苏

多地500余场青年夜校课堂爆
满；9门课程上线就被抢完，武
汉首期公益青年夜校启动就

“破圈”；382 门课程被 65 万网
友关注，去年秋天成绩亮眼的
上海市民艺术夜校，2月27日
又将发布新年春季课程……

“白天上班，晚上上课”，正成
为中国式夜生活的一张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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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好故事也是生产力
刘薇

这两天，银川媒体都在讲同一个故事：兴
庆区中心巷某面馆打出告示，说如果在银没
收入或遇到困难，可进店免费就餐，只需说

“来份单人套餐板面”。尽管早如河北等地
2020年起就有餐馆这么做了，告示内容也极
为相似，但不可否认，它还是个好故事，不光
有对店老板善之颂扬，也有银川这座城市的
光彩。

我们需要好故事。好故事里有“好东
西”。举个例子，烟台苹果、德州扒鸡、潍柴动
力，都是山东响当当的品牌，要你打包卖，怎
么卖？2023 年 11 月，山东在京举行推介活
动，形式很新颖——“匠圣”鲁班穿越2500年，

与6位推荐官互动，用6个“好故事”展现“好
品山东”。这“好品山东”就是该省特产和拳
头产品的集成品牌体系。拥有近千件驰名商
标的品牌大省山东，本不缺好品牌，只是资源
分散在各部门各系统，市场竞争中习惯了单
打独斗，没能聚合发挥规模优势，无法用好素
材讲出一个好故事。

现在不同了，淄博、哈尔滨将各自文旅带
出圈后，共同的变化是都敢讲自己的好、也会
讲自己的好了。这些好融在故事里，让人们
不自觉亲近，由此树立起一个个全域整体品
牌形象，包括产品、行业，以及整个城市。很
多人之所以对那场推介印象深刻，便是觉得

他们会讲故事。是以，我们也需要更多好故
事，也要学会讲故事。会讲故事、讲好故事也
是生产力。

再回到开头，街边小店千千万，难道只
有这么个暖心故事值得讲？非也。正月里
的哈尔滨，有人来到中央大街，为了尝一
口网红冰激凌；有人冲着 AR 冰箱贴，也有
人为了那一杯冻梨咖啡。大大小小的店面
是那条百年老街上最活跃的细胞，许多年
轻人在默默发力。这就是“尔滨”出圈背
后的青春小店力量。同样，宁夏也有类似

“身边小店看经济”的报道，从城市走到乡
村，挖出一个个凭一腔热血开起来小店，

在包容的银川自由生长的故事。有的是老
工艺、老味道，有的是新创意、新业态，推
动消费迭代升级之时，也改变着一个个年
轻人的职业规划。

单 体 故 事 是 讲 出 来 了 ，但 还 不 够 。
2023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积极培育
新的消费增长点，稳定和扩大传统消费。
毫无疑问，发展小店经济有助于发挥消费
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激活潜伏的内
需潜能。如何扩展其生存空间，让小店经
济做强、做优，释放更大能量？落点无非
是营商环境优化之细与实，以及对小店的
更多关注。

大樱桃产业是高附加
值、高收益的乡村产业，近
年来，贺兰县以习岗镇新
平村、金贵镇雄英村、南梁
台 子 隆 源 村 等 为 示 范 基
地，发展设施大樱桃近 400
亩，温棚数量达 222 栋，有
力 推 动 发 展 乡 村 特 色 产
业，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
道。今年贺兰县大樱桃最
早将于 2 月底成熟，而大面
积上市3月中下旬开始。

2024 年中央一号文件
提出“实施农民增收促进
行动”，文件提出，实施农
民增收促进行动，持续壮
大乡村富民产业，支持农
户发展特色种养、手工作
坊、林下经济等家庭经营
项目。目的在于巩固农民
持续增收势头，促进共同
富裕。聚焦增加农民收入
这个中心任务，培育更多
像贺兰县大樱桃产业这样
的增收门路，让农民钱袋
子越来越鼓、日子越过越
好，仍是乡村振兴工作的核心任务。

家庭经营性收入是农民收入的重要组
成部分。从特色种植养殖业到手工作坊，
从林下经济到乡村旅游等，适养宜养，适
种宜种，鼓励农民结合自家特点，用好各
类资源，不断提高家庭经营性收入。落实
相关政策导向，激励更多农户加入到发展
特色产业的队伍中，支持农民创新创业、
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特色养殖业、发
展乡村旅游、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等业
态，实现快速增收。各地区各部门要引导
农民“多条腿走路”，实施以农为本、以工
带农、以旅促农的良性机制，激活农民增
收致富的源头活水。

持续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带动农民
增加增收渠道，将激发农村经济的活力。
农民将有更多的资金用于投资、创业和消
费，推动农村经济的多元化和繁荣。应进
一步完善农村产权制度，明确农民的财产
权益，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益，鼓
励以出租、合作开发、入股经营等方式盘
活利用农村资源资产。

通过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让农民以股
份形式参与集体经济组织的经营活动，分
享集体经济发展的成果。这可以增加农
民的分红收入，提高农民的财产性收入水
平。强化产业发展联农带农，健全新型农
业和涉农企业扶持政策与带动农户增收
挂钩机制。促进农村劳动力多渠道就业，
健全跨区域信息共享和有组织劳务输出
机制，培育壮大劳务品牌。

为服务大厅
“不打烊”点赞

吴戈

据了解，自治区政府决定自 3 月 2 日
起，自治区本级及各市、县（区）政务服务
大厅于每周六 9：00~12：00，延长服务半
天，实行与正常工作日办公时间一致的

“不打烊”服务；正常工作日期间，可通过
上下班时间“错峰”的方式推行延时服
务，此外，清单内的事项，要确保企业和
群众可在政务服务大厅“不打烊”服务窗
口（专区）或相关窗口现场受理或办理。
对于医保、人社、税务、养老、公积金、企
业开办等事项，鼓励引导通过“我的宁
夏”政务 APP、宁夏政务服务网、微信小程
序等途径办理，有效解决企业和群众“上
班时间没空办、下班时间没处办”问题。
这种“不打烊”为民服务的举措，的确值
得大家点赞。

相信大家在日常办理业务中都遇到过
自己上班的时候，大厅上班，自己下班了
大厅也下班了的情况，想要办理业务就只
能请假，放下自己的工作，如果工作太忙
或请假不方便，事情只能一拖再拖，最后
要不不了了之，要不就成为了更大的问
题，令人头疼。

如今，除了商场、餐厅等营业场所，很多
公共服务也开启了“不打烊”，医院的黄昏门
诊，学校的延时服务等等，说白了都是满足
群众不同时间点的不同需求，体现了各方与
时俱进，为大家提供更“个性化”的需求。此
次推行“不打烊”服务，就是把大家的需求放
在首位，以大家的时间为准，在大家休息的
时候开放窗口，集中为上班时没有空办理业
务的群众服务，这样的措施，背后的出发点
和落脚点的确值得我们点赞。

但值得注意的是，也需要保障这些在非
工作日为大家提供服务工作人员的权益。
无论是给予适当的加班费还是在其他时间
安排调休，不管用什么方式，都应该保障他
们的权益，让他们能有更强的内生动力，为
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观点② “讨好”不易 监管要实

有人说，哈尔滨火出圈靠的是
“讨好型市格”。为了能更好地服务
外地游客，哈尔滨展现出来了前所
未有的热情和友好。从冻梨摆盘、
萝卜切片、圣·索菲亚教堂前展开翅
膀的飞马、松花江冰面升起的热气
球，再到柔声细语的出租车司机，哈
尔滨竭尽全力满足游客的需求，真
心诚意对游客好。这种“讨好型市
格”并非是简单地迎合和奉承，更体
现出当地居民对游客的热情和对自
己城市形象口碑的维护，他们愿意
用各种方式，向游客展示自己城市

的魅力。
其实，讨好游客也是十分不容

易的一件事。就拿哈尔滨来说，他
们可以说是改变了自己的生活习
惯，甚至拿出了自己生活中一部分
的便利，来方便游客，对于整个哈尔
滨来说，他们的付出超过了百分之
百，甚至可能更多。

市场监管亦是如此，此次刀削
面涨价的事件从一定程度上也反
映 出 当 地 市 场 监 管 存 在 一 定 问
题。试想一下，如果当地市场监
管能和哈尔滨一样，本着为消费

者着想的态度，在日常监督管理
中，就加大力度监督检查力度，在
旅游旺季前就提前告知各区域商
户，严禁涨价，对于违令者给予严
厉处罚。

对于旅游城市来说，也许一件
事就会让当地文旅产业蒙上多年
阴影，就像天价海鲜、天价大虾，这
些都不是事后几万块钱处罚能够
挽回的。城市文旅产业想要常火，
还是需要像哈尔滨一样，付出更多
来“讨好”游客，换得消费者的满意
体验。

务求开放 弥补差距观点③
开放的态度迎接未知。旅游

行业本质上就是服务来自天南海
北游客，发生在旅游行程中的任何
一个环节都有可能引发纠纷。从
业人员及监管部门要从细节做起，
抓在日常，管在平常，拿出锱铢必
较的举措，迎接每一个可能发生的
变数。

满足消费者的吃住行游购娱需
求，是旅游业的宗旨。既然要发展
好这一行业，就得做好“挨骂”的准
备。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

稍不留神，之前所有的营销都可能
前功尽弃。游客是旅游流量的主
体，也是带动流量的核心，主抓这一
关键，服务好游客，才能让游客满
意，引来更多回头客，不少地方这些
年来已经做出了示范。南北西东地
域虽不同，但开放的心态，做事的状
态都是相通的。

衡量一个地方吸引力、管理水
平 和 市 场 影 响 力 的 重 要 指 标 众
多，游客的满意程度最为核心，通
过优化服务、提升设施、加强环境

保护等措施，可以提高游客的满
意度。但对未到过此地的潜在游
客，他们会通过网络评价来考量
一地的旅游服务水平，唯有抱以
开放之心态对待，倾听每一种诉
求，也对比寻找与其他城市之差
距 ，积 极 改 进 ，方 为 正 确 发 展 之
道。这背后考验的是旅游从业人
员及相关部门主动作为积极进取
的能力和意愿，也是当下打造旅
游目的地的必由之路，主动迎接
好过被动应付。

观点①
追问动因 了解市场

大同平城区两家面馆被整顿调查，都因为加
价。喜膳刀削面馆，平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明确指
出其“涉嫌违反价格法、没有明码标价涉嫌价格欺
诈”等。那老柴削面仿古街店停业整顿，是否也因违
反了哪条法规？相关通告与新闻看不出这一点。但
据极目新闻报道，将老柴削面仿古街店停业整顿前，
平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接到过涨价投诉，还“连夜开
会研究”。

追问一下处理动因是什么。因为事件恶劣以
致网络发酵甚嚣尘上？还是其确实违法，抑或维护
节日文旅消费市场之所需？不可否认，节日期间，
诸如洗车、理发等行业涨价已成常态，又因不在政
府定价和指导价管理范畴，遇到纠纷不好处理。但
真的法无禁止即可为吗？搞清这个动因，一则遏制
一些商家任性之举，减少监管执法困惑；二则是要
更清楚地看到市场所需与相关产品和服务供给之
间的关系，找出差距和盲点，以查漏补缺将减法做
成加法和乘法。

倘若只是因为网络舆情汹涌，那可太令人失望
了——类似情况太多，如果不能正视问题根源，不管怎
么处罚，都像是一种为交代而给出的匆忙结尾，充其
量，我们也只是从这一个削面加价事件奔向另一个削
面加价事件，没有“大结局”。

企业要追求利润最大化，地方发展何尝不是如
此？别小看这一碗面，客人们吃得舒心还是糟心、事后
处理是否真诚，客人们心里有杆秤。如果信任失去了，
想让它再回来，成本太大。所以，看好这一碗面，从头
至尾拿出真诚才是核心。

2024年，文旅开年就唱大戏，可渐浓之烟火里总有不甚和谐之因。这不，山西大同平城区老柴削面仿古街店涨价，十元的刀削面愣
是卖到三十多元，不道歉还怼人，网上“好好地”火了一把，被责令停业整顿，有称其涨价系私自行为，连锁品牌已取消其加盟资格。另据
报道，当地同期处理的喜膳刀削面馆，也是因为小菜加价与标价不符且未告知。

事情处理了，可要问受损最大的是谁？大同。老牌旅游城市的里子面子，就这样毁在一碗面上，亏不亏？甭说跟淄博、哈尔滨这些
新起之秀较较高下，就是现补坑挽尊也来不及了。都说一年之计在于春，新一年文旅怎么搞？各地有的早已安排妥当稳步推进，有的正
在寻计问策想妙招，可不管怎么搞，先抬头看看路，也看看身边这些成功的经验、失误的教训，想明白了，再动。

圆桌谈圆桌谈 大同刀削面馆加价被停业，啥教训？
刘薇周志翔吴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