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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精神家园

旅游经济是流量经济，人流量是旅游产业的根基。旅游目的地的友好度，
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游客的满意度。游客满意度越高、体验感越好、黏性越
强，越能激发“一传十、十传百”的口碑效应，带动我区的旅游业发展生机一片、
活力无限

■画里有话

旅行途中，游客最在意什么？除了好山好水
好风光，城市的“友好度”更是不可或缺。今年

“五一”假期，包头市文旅市场迸发出前所未有的
生机与活力。究其原因，诚意满满的“友善范儿”
起到重要作用，不仅将各地游客的体验感“刷
满”，也让这座城市的热度值一路“飙升”。

随着天气回暖，人们出游意愿日益强烈，国内
游呈现强劲复苏态势。旅游推介拼创意、商品促销
拼实惠、交通顺畅拼保障……为抓住旅游复苏窗口
期，全国各地都争相“放大招”，打出旅游消费组合
拳，铆足了劲儿吸引游客。内蒙古各地也纷纷出新
招、出实招，满怀诚意、张开双臂欢迎八方游客的到
来。在此过程中，包头市持续擦亮“包你满意”城市
服务品牌，推出打造游客友好型和人性化执法示范
城市“八项举措”，拿出了最大诚意满足各群体需
求，有温度的沟通让管理和服务更有人情味。

旅游经济是流量经济，人流量是旅游产业的

根基。近年来，旅游市场竞争日益加剧，除了旅
游产品的比拼，旅游服务质量的高下更成为影响
游客“用脚投票”的重要因素。内蒙古地域辽阔，
旅游资源十分丰富，可谓是“好看的景色各有千
秋”。提起内蒙古，很多人会心驰神往，想要看一
看呼伦贝尔大草原、阿拉善胡杨林、满洲里异域
风情……但是，这仅仅是吸引游客的一部分因
素。除了山美水美风景美，有温度的人文环境也
会让人流连忘返、一来再来。因此，旅游目的地
的友好度，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游客的满意度。
游客满意度越高、体验感越好、黏性越强，越能激

发“一传十、十传百”的口碑效应，带动旅游业发
展生机一片、活力无限。

旅游业本质上是服务业，底层逻辑就是以
顾客为中心。从全国看，无论是开设烧烤专列、
制定烧烤地图、为游客开放党政机关事业单位
停车场的淄博，还是推出穿汉服免费坐地铁、免
费游古城等活动的洛阳，为游客着想、让游客站

“C 位”已然成为各地文旅突围的重要支点。内
蒙古在这方面也作了不少尝试，如呼伦贝尔市
推出沉浸式演艺产品《呼伦贝尔婚礼》，让游客
融入到婚礼之中，体验一回浓浓的民族风情；锡

林郭勒盟举办千里草原风景大道打卡集章活
动，满满参与感令游客不再“远观”；巴彦淖尔市
将国际博物馆日和中国旅游日相结合，推出“博
古鉴真”民间收藏文物公益鉴定活动，拓展文化
旅游“打开方式”……及时了解游客的消费需求
变化，积极适应差异化、个性化、特色化旅游市
场发展需求，比游客多想一分、先行一步，在服
务上熨帖人心、在产品上打动人心，才能回馈好
每一份远道而来的期盼。

“诗意”有温度，“远方”才能有热度。旅游环
境和旅游品牌是人文环境和营商环境的融合，更
是从政府、产业、协会到商家、居民等齐心协力共
同建设和维护出来的消费环境。推动内蒙古文
旅产业高质量发展，需要全社会都动起来，社会
各界都参与进来，着眼长远、与时俱进、练好内
功，让更多的人认识内蒙古、感受内蒙古、爱上内
蒙古，且以诗意共远方。

“诗意”有温度 “远方”有热度
◎籍海洋

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需要培养一批爱农
村 、懂技术 、善管理的乡村人才队
伍。只有以更大的格局招引人才、
以更好的平台育优人才、以更活的
机制用好人才，以更优的服务保障
人才，才能凝聚人才活力、赋能乡村
振兴。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必须重视
人才作用，广开进贤之路，广纳天下
英才，把人才引进来。加大对新农
村牧区建设成果的宣传，改变大众
对农村牧区贫穷落后的刻板印象。
创新人才引进方式，以乡情乡愁为
纽带，以大学生、进城务工人员、退
伍军人等群体为重点，吸引更多人
才投身现代农牧业，培养造就心怀
农牧业、情系农牧区、视野宽阔、理
念先进的“新农人”“新牧人”。以识
才的慧眼、爱才的诚意，为乡村振兴
事业选用能够适应关键领域、重点
环节、重要岗位需要，具备相应品德

与能力，勇于带头干事创业的人才，
为乡村振兴提供“源头活水”。

围绕特色优势产业发展需要，
对乡土人才进行分类管理、靶向培
养，采取开展实用技术讲座、“名师
带徒”、订单培训等方式分类培训，
培养一批“土专家”“田秀才”。巧引
活用城市优秀人才，通过志愿服务、
教学培训等方式，从农牧业、教育、
卫生、科技等领域选派优秀人才组
成“人才服务队”，到农村牧区一线
开展技能技术服务。特别是要扶持
培养一批农牧业职业经理人、经纪
人、乡村工匠、文化能人和非遗传承

人等。以成才的美意、育才的良策，
为乡村振兴事业培育人才，提升人
才能力、涵养人才品质。

田间地头是各类人才的“练兵
场”，在广阔的乡村潜藏着无数可塑
性人才。不断完善人才发现机制，把
人才队伍建设作为乡村振兴的奠基
工程、动力引擎来抓，按照不同人才
的专业特长、兴趣爱好等积极为其在
基层一线搭建各类干事平台，让基层
的发展得到最需要的人才，让人才找
到最合适的平台。将分散在不同部
门、不同行业的乡村人才工作进行统
筹部署，进一步完善组织领导、统筹

协调、各负其责、合力推进的工作机
制，以更大力度推进乡村人才振兴。
高效用才，用活人才，发挥人才推进
乡村振兴的特长与优势，弥补或规避
其短板，一体推进乡村振兴事业发展
与人才队伍成长。

长期以来，基层面临着“引才容
易留才难”的尴尬局面。栽下梧桐
树，引得凤凰来。在推进乡村人才振
兴工作中，给政策、给支持、给荣誉、
给信任，用心用情做好服务，激活乡
村人才“一池春水”。强化岗位晋升、
工资福利等激励保障措施，让人才在
农村牧区劳有所得，为人才扎根农村
牧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专注于乡
村建设。“留才”贵在“留心”，营造识
才爱才、敬才用才的工作环境和氛
围，以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人性化
管理，使人才潜能得到最大释放、价
值得到最好体现，激励他们在农牧区
广阔天地中大施所能、大展才华、大
显身手。

【来论】

凝聚人才活力 赋能乡村振兴
◎腾扬阳

“畏则不敢肆而德以成，无畏则
从其所欲而及于祸。”习近平总书记
多次告诫党员干部，要知敬畏、存戒
惧、守底线。心存敬畏之心，方能言
有所戒、行有所止。

中华民族素有“君子之心，常存
敬畏”的传统。敬畏，能让人自律和
自觉。“敬”会让人有所为，知晓自己
应该做什么；“畏”又会让人有所不
为，警告自己不该做什么。心存敬
畏、谨言慎行，权力才不会用偏，行为
才不会越界。失去了敬畏心，就会失
去思想的标尺、行为的准则。党员干
部必须常怀敬畏之心，知道自己应该
做什么、警示自己不该做什么，不辜
负党和人民的期望和重托。

“凡善怕者，必身有所正，言有
所规，行有所止，偶有逾矩，亦不出
大格。”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这
是对党员干部修身、用权、律己最基
本的要求，也是新时代党员干部必
须要强化的基本素质。党员干部无

论身处什么岗位，也不论职务高低，
都要把人民群众利益放在心中最高
位置，始终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
所系、利为民所谋，时刻牢记权力来
自人民当为民服务，努力把为民造
福的政绩观贯穿于干事创业的实践
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而决策用权，真正用党和人民赋予
的权力为人民谋利益、办实事。

知止不殆，可以长久。翻开近
年来贪腐官员的忏悔书，不少都是
由于贪欲不自制、贪婪不知止，心存
侥幸、肆意妄为，最终失去自由，沦
为阶下囚。这些案例时刻警示着我

们，党员干部一旦失去敬畏，思想防
线就会悄然失守，精神堤坝就会轰
然倒塌，行为就没有任何底线。党
员干部决不能在“月黑风高无人见”
的自欺欺人中乱了心智，不能在“你
知我知天知地知”的花言巧语中迷
了方向，不能在“富贵险中求”的侥
幸心理中铤而走险，不能在“法不责
众”的错误认识中恣意妄为。

清廉是福，贪欲是祸。做事上知
进，欲望前知止，是党员干部必备的修
养。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强新时
代廉洁文化建设，教育引导广大党员、
干部增强不想腐的自觉，清清白白做

人、干干净净做事”。党员干部要不断
加强党性锻炼、提高党性修养，补足精
神之钙、筑牢信仰之基、把稳思想之舵，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
权力观，知晓为官做事尺度，坚守纪律
红线、政治底线，把对法纪的戒惧之意
转化为遵纪守法的行动自觉。要常修
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
心，做到心有所戒、行有所止，始终不越
底线、不踩红线、不碰高压线，清清白白
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保
持清廉政治本色。

常怀敬畏之心，始终以如临深
渊、如履薄冰的态度用好手中权力，
方能行稳致远。党员干部要严格遵
守党章党规党纪，严以修身、严于律
己，手中常握戒尺、心中常敲警钟，
时刻绷紧纪律规矩之弦，坚决破除
特权思想，注重小事小节，公正用
权、依法用权、廉洁用权，养成一身
正气、两袖清风，筑牢拒腐防变思想
防线。

【洞见】

心存敬畏方能行稳致远
◎潘铎印

【一家言】

【街谈】

【出处】
（西汉）刘向《说苑·政理》

【原典】
魏文侯使西门豹往治于邺，告之

曰：“必全功、成名、布义。”豹曰：“敢问
全功、成名、布义，为之奈何？”文侯曰：

“子往矣，是无邑不有贤豪辩博者也，
无 邑 不 有 好 扬 人 之 恶 、蔽 人 之 善 者
也。……夫耳闻之不如目见之，目见
之不如足践之，足践之不如手辨之；人
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明乃治，
治乃行。”

【释义】
《说苑》也叫《新苑》，是西汉刘向

编的古代杂史小说集，按类记述春秋
战国至汉代的逸闻轶事。《说苑》原为
二十卷，大部分散佚，仅存五卷，后经
北宋曾巩搜辑，复为二十卷。“政理”为
其第七卷。

《说苑·政理》阐述了古代贤人
为政的道理。在上面这则故事中，
魏文侯派西门豹去管理邺这个地
方，行前叮嘱他要“全功、成名、布
义”。西门豹问怎样才能做到成全
功名、广施仁义。魏文侯答道：“耳
闻之不如目见之，目见之不如足践
之，足践之不如手辨之。”意思是，
耳朵听来的事情没有亲眼所见的
可靠，亲眼所见的不如用脚踏勘的
可靠，用脚踏勘的不如亲手操作的
可靠。

据《史记·滑稽列传》记载，西门豹
到了邺县后，及时深入调查研究，“会
长老，问之民所疾苦”，迅速破除了当
地“河伯娶妇”的迷信习俗，并发动民
众开凿十二“渠”，“名闻天下，泽流后
世”。

【启悟】
《论语·公冶长》有这样一段记载：

“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意
思是，子路在听到一个道理但没有能
亲自实行、实践的时候，唯恐又听到新
的道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怕原有
的知识没有来得及实践而体会不够
深、掌握不到位。

正所谓，一语不能践，万卷徒空
虚。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和动力，也是
认识的目的和归宿，更是检验真理的
唯一标准。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
无论什么岗位，注重实践、实事求是都
是办成事、办好事的重要方法论，都是
解决实际问题的高招妙招，都是成长
成才的必由路径。我们每个人不仅要
加强学习、提高理论知识水平，更要足
履实地、勇于实践，在实践中磨砺、在
锻炼中成长。唯有此，方能学以致用、
知行并进，不断提升本领，实现自我价
值。

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是
投 身 实 践 、做 好 各 项 工 作 的 基 本
功 。 现 在 通 信 手 段 越 来 越 发 达 ，获
取 信 息 的 渠 道 越 来 越 多 ，但 也 无 法
代替亲力亲为的调查研究。脚上有
泥 ，心 中 才 有 数 。 要 解 决 好 发 展 中
遇 到 的 各 式 各 样 问 题 ，光 坐 在 办 公
室 是 想 不 出 招 的 。 只 有 走 出 去 、沉
下去,“身入”基层、“心到”基层，听真
话 、察 真 情 ，才 能 找 到 源 头 活 水 ，获
得真知灼见，寻得解决问题、推动工
作的良方妙计。

“涉浅水者见虾，其颇深者察鱼
鳖，其尤甚者观蛟龙。”完成好习近平
总书记交给内蒙古的五大任务、全方
位建设“模范自治区”，离不开全区上
下躬身实践、实干苦干。只要广大干
部群众铆足干劲、唯实争先，从调研中
找问题、在实践中寻答案、在创新中求
突破，全力以赴投身于中国式现代化
的内蒙古实践中，就定将打开内蒙古
高质量发展的无限可能，赢得主动、赢
得优势、赢得未来。

（哈丽琴）

耳闻之不如目见之
目见之不如足践之

南北朝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勉学》中写
道：“邺下谚曰：博士买驴，书券三纸，未有驴
字。”说的是，在邺城有个熟读四书五经的博
士，到集市买驴。付完钱后，博士要求卖驴人
写份契约，卖驴人不识字，请博士代写。博士
洋洋洒洒写了三页纸，都没提到一个“驴”字。
卖驴人等得不耐烦，轻蔑地说：“你只要写上某
年某月某日，我卖了一头驴子给你，收你多少
钱，不就完了？干吗没完没了写了三张纸？”围
观的人哄笑不已，博士自觉没趣，牵着驴灰溜
溜地走了。“三纸无驴”的故事讥讽写文章长篇
累牍而说不到点子上。看来文风这个问题，不
是今天才有，早在南北朝甚至更早，就已存在
了。

文风体现作风 、反映党风，必须高度重
视。怎么算好文风？习近平总书记用郑板桥
对联“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给出
回答，强调写文章应当“开门见山，直截了当，
讲完即止，用尽可能少的篇幅，把问题说清、说
深、说透，表达出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容”。蔡
元培曾盛赞鲁迅文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少一
字，可见其精当、遒劲。好文风，开门见山、直
面问题，讲短话、讲实话、讲新话，讲群众想听、
爱听的话，言之有物、“干货”满满。

1955年 7月，新中国成立近 6年，全军还没
有一份报纸。办报，成了当时全军的一件大
事。彭德怀就筹办《解放军报》一事，致信毛主
席，写道：“主席，全军拟办一个统一的报纸，已
策划很久，亦经军委多次讨论，妥否，请批示”。
这么重要的大事，只有一页纸，加上标点符号共
36个字，与“三纸无驴”形成鲜明对比。不是《解
放军报》筹备班子写不出洋洋洒洒的长篇请示，
而是简洁务实的文风，才是好作风。

文风不端照见心态不正，语言浮夸助长风
气浮夸。毛泽东同志在《反对党八股》中批评
不良文风，“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要“赶
快扔到垃圾桶里去”。人民群众喜欢短文，无
暇去看空洞无物的长篇大论。短话、实话、真
心话，如春风扑面。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讲道
理浅显易懂、谈问题直击痛点，听者了然于
胸。接地气的大白话，让老百姓感觉实在、感
觉亲切、感觉舒服。

不良文风的总根源，说到底在于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长篇大论、无病呻吟，就是笔尖
上的形式主义。若不加以注意和改进，就会成
新“八股”，于文于人、于国于民有百害而无一
利。改进文风必须与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结合起来，克服“穿鞋戴帽”、空泛议论、堆砌材
料、空话连篇、套话成串等弊病，倡导有话则
长、无话则短，言之有据、言之有物、言之有理。

文风改进永远在路上。转变不良文风、秉
持务实新风是工作所需，更是群众所盼。提倡
短实新、反对假大空，不做“三纸无驴”的蠢事，
把好文风发扬起来、让好作风兴盛起来。

别做“三纸无驴”蠢事
◎唐剑锋

毕业季即将到来，毕业年级的孩子们陆续
开始拍摄毕业照。近期，有家长反映，自家孩
子班上的毕业照，每人收费 600 元，全班 30 多
个孩子加起来约 2 万元。家长对此甚是震惊：
拍个小学毕业照，竟要花这么多钱？

曾经的校园生活，转眼将成为记忆。从情
感上讲，同窗几年是珍贵的，离别时美美拍个毕
业照也是应该的。但人均收费 600元的毕业照
着实离谱，各种全景、航拍“看着高大上，但连谁
是谁都分不清”。对比 20 年前的毕业照，不少
家长称，校长和老师们端坐在第一排，同学们在
后面的阶梯上依次排开，上方是烫金的“XX 学
校 XX 级 XX 班毕业留影”，背面则是每一排同
学对应的名字，“对号找人，很亲切”。

显然，“奢华版”毕业照并不受家长们的待
见。现在的毕业照更像是本毕业相册，“有个人
特写，有全班合拍，有场景摆拍，还有航拍”。虽
然每张照片都精修过，但怎么都觉得缺了点味
道。况且，拍这样的毕业照，对孩子来说也是种
折腾。以前的毕业照，一节课的时间，就能把全
年级拍完。现在拍毕业照，光在操场上摆造型就
花几小时，“孩子们后来都累得不想动了”。

在毕业照的收费上，部分家长也有质疑。
市面上不少摄影机构推出的多种毕业照拍摄
套餐，价格都“贵”气逼人。官方平台虽公开表
示，前述人均 600 元毕业照的拍摄活动，是家
委会自行组织的。但有家长说：“一有什么就
说是家委会组织的，家委会还不是提前跟学校
商量过的，不然活动怎么进得了学校”，至于

“自愿参与”，家长觉得这更是无形的“绑架”。
毕业照的意义不在于奢华，而应围绕孩子

的成长构图，体现教育的内涵和温度。学校理
应担起主体责任，对毕业照的拍摄把控好尺
度。一位从教20余年的一线教师表示，“按理说
喜欢怎么拍，都是个人的选择。但要注意的是，
这是集体照，不是单独家庭的选择……所谓家
委会，能否代表全体家长意见，是否有家长是被
迫无奈参加，这是站在学校角度应该主动去思考
的，而不是等到家长来投诉才有所作为”。

另外，“奢华版”毕业照易让学生滋生奢侈、
攀比等不良心理。且这种批量制作的毕业照看
似精美，却空洞、没有个性，缺少教育内涵。毕
业照代表的是师生情、同窗情，应是温情的、质
朴的。正如有教育专家表示，毕业照如何拍，应
该围绕孩子们的成长，体现教育的温度，而不是
舍本逐末，让毕业照只剩花里胡哨的浮夸形式。

能够永久记录美好青春的，从来不是一套
奢华的毕业照，而是师生间、同学间那种浓浓
的情谊。如何拍摄毕业照，也是一堂很好的教
育课。学校应该加强这方面的引导，让学生们
明白，仪式感不等于浮夸和奢华，理性消费、量
力而为，质朴的毕业纪念才更能留下深刻美好
的青春记忆。

毕业照没必要“贵”气逼人
◎付彪

国务院安委会日前印发《全国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 2023行动总体方案》。应急管理部表示，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
将围绕加强统筹调度、重点督导检查、强化跟踪问效，进一步加大专项行动工作力度，对于排查整治工作推进不力的单位，将
视情况进行严肃追责问责。 王琪 作

追责问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