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网友谈 ◇

@溯

风沙掩不住辉煌，时光铸就了永恒！西夏陵申遗成
功，为丝路文明对话打开新窗口！它向世界展示中华文
明和而不同的智慧！致敬历史，拥抱世界，文化之光永
不灭！

@Yy树上的鱼

做好考古的挖掘工作，保护和传承老祖宗留下的宝
贝，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俊俏葡萄L6

我国城市发展波澜壮阔、成就显著。

@LuykcX_win

我前两天刚去，西夏陵博物馆整个画风都特别适合
拍照出片。

@孙辣辣

宁夏是我们的家乡，它在不断成长也在不断变好。
作为宁夏人我骄傲！

@九州之冀

今年有幸去参观了西夏陵，真的是非常震撼，到现
在保存这么完好！

@天高云淡

世界的名片，借此机遇大力推动宁夏文旅事业发展。

@ce

大波游客来宁夏，宁夏文旅一定要把服务做好，提
高景区工作人员的素质。

本报记者刘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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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家 谈

申遗成功！西夏陵“破圈”引热议

◇ 媒体、大V谈 ◇

@人民日报

从启动到冲刺，从保护到传承，西夏
陵申遗工作全过程，凝聚着全民力量。
周边居民积极参与志愿讲解、灌木栽
种、环境整治等志愿服务工作；社会各
界捐赠了数千件西夏陵相关书法、美
术、摄影作品。如今，郁郁葱葱的灌木
丛、规整干净的遗址环境、丰富多样的
文艺作品，都已成为连接公众与西夏陵
的纽带。

西夏陵的保护也惠及周边群众。申
遗过程中，银川市开展西夏陵周边综合
整治，通过腾退整治，将遗产保护与改
善人居环境结合，一些原陵区农民迁入
新社区后，在景区从事观光车驾驶、保
洁等工作。

@新华社

三十多年来，对遗址进行的常态化维
护、专项保护措施，控制并显著降低了人
为破坏和自然侵蚀对西夏陵遗产本体及
其环境的影响，从而守护这片历史遗迹，
延续其真实、可信的历史信息。

周边环境整治也是遗址保护的重要
内容。贺兰山多山洪，西夏陵在贺兰山
下矗立近千年，从未遭山洪毁坏，离不开
陵墓建造者所修筑的防洪工程。西夏陵

的文物保护条件在不断提升，展陈手段
的迭代升级和互动项目的不断完善，也
给游客带来更加丰富的体验。

@光明日报

贺兰山的风，年复一年掠过陵丘，吹
送着千年前的文明回响：当多样的光芒
彼此映照，便会绽放出超越时代的璀璨；

西夏陵无言，却清晰地讲述着：中华文明

从来不是单一的旋律，而是多元文化在

碰撞中共鸣、在互鉴中升华的壮丽交响。

遗产的文化属性，决定了其不能仅

仅被宣之于展板、陈列于展架，而是要活

态传承、动态传播，向世人阐释好、展示

好文化遗产的普遍价值。

@青瞳视角

西夏陵申遗成功是崭新起点。世

界遗产是文明对话的通用语言。这不

是简单的“文化输出”，而是以遗产为

桥，与世界展开跨越时空的对话。真正

的遗产保护，既要抵御岁月侵蚀，更要

留存文明温度。在西夏陵遗址公园，有

一个动人的场景：当地中小学生跟着老

师临摹西夏文，在考古体验区尝试用古

法制作砖瓦。这些孩子或许暂时读不

懂那些“天书”般的文字，但当指尖触碰

到与几百年前相似的泥土，一种跨越时

空的文明联结已然形成。这正是遗产

传承的深层意义：不仅要“保下来”，更

要“活起来”。

对西夏陵而言，未来或许可以通过

VR技术重现当年的市井繁华，通过西夏

文数字化库让古文字“可查可读”，通过

学术研讨让更多人了解这段“被忽略的

历史”。唯有如此，才能让遗产走出“小

众圈层”，成为滋养民族精神的养分。

@博览新闻主播说联播（淄博日报
传媒集团）

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

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

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

祖国的历史。凝望贺兰山脚下雄伟壮丽

的西夏陵，我们会对多元一体、百川归海

有更生动的感知，也会对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有更深刻的认识。这也是为

什么我们一定要做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工作，它们以最生动的方式告诉中华儿

女，我们是谁、从哪里来，也让我们更加

坚定要到哪里去。

眼下正值暑假，不妨去西夏陵看一

看，去触摸历史的脉搏，让守护与弘扬

中华文明的信念在心中永远激荡！

西夏陵申遗成功的消息迅速引发社会关注，西夏陵博物馆亦迎来客如泉涌之盛况，游客争
相触摸这段“生生不息”的文明记忆。申遗成功不仅让西夏陵从历史深处走向世界舞台，更激发
了全社会对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传播的深度讨论——媒体如何解读其意义？网友又有哪些心
声与期待？

库智智

“内卷式”竞争覆盖面广

据《人民日报》报道，近日，国家市场监管
总局汇总整理了6起典型案例并予以公布，对
外传递出严厉打击产品质量领域违法违规行
为的决心，并以此警示生产销售单位严格落
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积极营造安全放心的
消费环境。

求是网评论员撰文指出，现实中，“内卷
式”竞争表现不同、特征各异，涉及企业、行
业、地方政府等多个方面。从企业看，有的依
赖“价格战”，忽视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提升；
有的注重眼前利益，忽视长期技术积累和品
牌建设。从行业看，部分行业发展进入成熟
期，市场需求趋于饱和，一些链主企业采取降
价格、转成本、存量博弈的方式竞争，导致行
业整体利润空间受到压缩。

事实上，“内卷式”竞争体现在一些地方政
府的具体行为中。据《经济日报》报道，中央财
经委员会近日召开第六次会议指出，纵深推进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要“规范地方招商引资，
加强招商引资信息披露”。求是网评论指出，

从地方政府看，有的设置隐形市场壁垒；有的
不顾实际条件盲目上马新兴产业、重点产业，
造成大量重复建设。这些行为在很大程度上
扭曲了供求关系，扰乱了市场秩序，将各类主
体禁锢在低价低质、没有效益的竞争中，阻碍
了我国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的脚步。

“内卷式”竞争根源在哪

作为当前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现象，“内卷
式”竞争的形成原因具有多维性和复杂性，涉
及企业、行业、政府多个方面，既有经济发展
和技术进步等规律性因素，也有深层次体制
机制问题，是多种因素综合形成的。

《求是》杂志发文指出，“内卷式”竞争的
形成主要有以下原因，首先是宏观经济层面
存在供需失衡，供需矛盾突出，供大于求。集
中表现为部分行业需求疲软、产能过剩，导致
现有企业为了生存，不得不在有限的市场空
间内进行竞争。其次是新兴行业出现供需结
构性矛盾，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的涌现，
会吸引大量投资进入相关产业并可能带来过

度投资。第三是维护公平竞争环境的体制机
制不健全，由于政府缺位越位等行为时有发
生，很大程度上影响公平竞争市场环境的形
成。同时，“内卷式”竞争更说明发展模式路
径依赖和短期主义倾向明显，不少企业习惯
于依赖价格竞争开拓市场，注重追逐短期利
益，对创新投入不足，忽视品牌建设、服务提
升等，难以适应市场环境变化，行业内部竞争
持续加剧。

如何破除“内卷式”竞争

对于整治“内卷式”竞争，《人民日报》发
文指出，“破除‘内卷式’竞争，是按照经济规
律办事的必然要求。”《经济日报》评论认为，
近两年，我国发布多个文件，均指向规范地方
招商引资制度，打破过去拼资源要素、拼土地
政策、拼财税补贴的“内卷式”招商。《求是》杂
志发文指出，整治“内卷式”竞争是一项复杂
的系统性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一招制胜，
需要遵循经济规律，汇集各方力量，多管齐
下，综合整治。

首先，整治“内卷式”竞争必须供需两侧
协同发力、协调配合，既要做大市场空间，也
要提高供给质量。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推动供给体系和效率明显提升，以高质量
的供给适应满足不断升级的需求。要加快补
上消费不足的短板，建立和完善扩大居民消
费的长效机制，深挖潜力提振消费，推动大宗
消费更新升级，激发服务消费潜力，放大新型
消费带动效应。

其次，在整治“内卷式”招商上，地方政府
要转观念，从过去粗放型、“内卷式”向拼产
业生态、配套服务、场景应用转变；要强链
条，依托产业基础、资源禀赋等比较优势，围

绕延链、补链、强链工作，推进“一企带一链，

一链成一片”集群式招商；要建生态，实行政

府“链长”挂帅、龙头企业“链主”引领、高校

科研机构“链创”支撑的“三链”工作机制，构

建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服务链、人才链

“五链融合”的产业生态；要拓场景，开展以

引进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重点
的应用场景招商。

重新定义菜市场的作用
周志翔

“小区楼下的菜店服务特别到位，我们在那
里买了好几年菜了。我们要求胡萝卜切丝、土豆
切块、肉类切片，他们都能做到，配送时还附赠调
料包。”家住兴庆区的市民刘小霞说，店家服务升
级了，价格却没涨，确实很贴心。当下，银川市的
菜市场正经历一场变革——从单纯的食材交易
场所蜕变为满足多元需求的社区生活中枢，商户
以精细化服务为消费者“抢回”备菜时间。

传统菜市场转型为社区需求生活中枢，摆脱
单纯交易场所的定位，不仅增加了自身市场功
能，也重塑了城市空间的功能形态，为现代化城
市治理和民生服务创新提供支持，成为重构社会
关系的重要窗口。

菜市场的转型适配线下消费的需求。当线
上消费挤压实体空间，菜市场反而凭借其区位优
势与情感基础，成为重构社区黏性的关键节点。
它既保留了市井烟火气中的人情温度——摊主
与顾客的寒暄、邻里间的偶遇闲聊，又通过嵌入
便民服务、文化活动等功能，将买菜这一日常行
为延伸为社区互动的起点。这种生活场景的复
合化，有效增添了菜市场的价值，也为城市居民
提供了情感寄托的实体载体。

菜市场转型不是简单的业态附加。从卖蔬
菜、水果等百货日用品，到转型成为生活服务提
供地，菜市场成功转型并非简单复制商业综合体
模式。而是通过“老商户保留+新业态引入”的
平衡策略，实现传统与现代的共生。例如，消费
者对“私人定制”的期盼升级、独居老人希望商家
提供烹饪服务、双职工家庭需要更精准的分量控
制……这些需要菜市场摊贩的长时间积累，才能
精准洞察。这种包容性证明，菜市场的转型无须
在“市井气”与现代化间非此即彼，而是可以找到
二者的“最大公约数”。

菜市场的蜕变，本质上是城市对人们需求回
归的回应。当“15分钟生活圈”成为城市规划的
关键词，菜市场正跃升为社区生活的“核心枢
纽”。它不仅是食材的集散地，更是社交互动的
场所、基层服务创新的试验田。菜市场的升级也
是城市生活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这种融合不仅
满足了多元化的需求，还促进了社区经济的繁
荣，也让每个居民都能在烟火气中触摸到温度，
这是一座城市不应缺少的元素。

大美银川 暖心瞬间
@直播银川抖音号报道：7月15日8时许，

银川兴庆区永康巷，一位82岁老人不知何故栽
倒在路边，多名路过市民热心相助，帮老人擦拭
伤口、买来瓶装水并报警。目前老人已摆脱危
险，网友们也向热心助人者点赞。

找准症结 理性看待“内卷式”竞争
本报记者皇甫世俊整理

关于整治“内卷式”竞争，成为近段时间以来经济发展的重要话题。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规
范地方政府和企业行为。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主动破除地方保护、市场分割和“内卷式”竞争。今年的《政府
工作报告》对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作出了相关安排。近日新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贯彻党中央关于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精
神，完善了相关规定。

那么，我们如何客观理性看待“内卷式”竞争，从而找到问题的症结，更好地发展全国统一大市场呢？

微言

@笑脸

银川一座有爱有温度的城市，
好心人还是多。

@王秀岭

谢谢这几位善心的市民，你们
是全国人民的榜样，人都有老的那
一天，能扶还是扶一下吧。

@开心就好

我这几天在银川旅游，真切感
受到了银川人的真诚和善良，还会
来银川的。

@施JP

希望未来所有的老人都能被施
予援手，希望每一位子女都有感激
之心，那这个社会才能越来越好。

@李旭

应该奖励这种义举！鼓励市民
大胆做事。

@拂晓

为银川这些热心市民点赞！关
键时刻伸出援手，让这座城市充满
温暖，太给力了！

@小二郎

这才是我们身边最动人的风
景，陌生人的善意最能打动人，为这
些热心人鼓掌，你们让银川更美好！

@笑口常开

帮擦伤口、买水、报警，细节里
全是温柔，这些陌生人的善意就是
城市里最亮的光，向他们学习！

本报记者刘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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