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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在家，就去找它妈，它妈想打架，就赏它妈两个大嘴巴⋯⋯”
《法治日报》报道，有网友用网络电视给孩子播放儿歌时，竟然出现了这样一首改编的儿歌。记者调
查发现，一些家长口中的“毒儿歌”并非个例，一些儿歌中或掺杂脏话、或宣扬暴力、或带色情词汇，通
过手机、网络乃至学生之间人际传播，对青少年成长造成危害。这一现象值得警惕。 王成喜 作

警惕“有毒”儿歌

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随着春
分节气的到来，江南迎来了最迷人的季节，

“春日经济”也开始装点各行各业，各类消费
数据煞是好看。

“春日经济”的活力，从交通、餐饮、文
旅、出口等方面的场景和数据中可窥一斑。
最近出台的长三角铁路春游运输方案显示，
从 3 月 15 日至 4 月 15 日，长三角铁路预计将
发送旅客7800万人次，以旅游客流为主。而
香椿、荠菜、蚕豆、春笋、马兰头等时令春菜
正在热销，浙江范围内龙井等春茶大面积开
采，在丽水松阳每天平均有三万到四万斤茶
叶销往各地，从“山间”直达“舌尖”。杭州樱

花谷乐园等“网红打卡点”，单日最多吸引 2
万多名游客前来观赏，以“赏花+”为代表的
文旅消费搅动一池春水⋯⋯

抓住“春日经济”的风口，承接这股消费
热情，发挥“春日经济”对促消费、扩内需的
拉动作用，让春天的颜值变为各行各业的产
值，为全年经济注入活力，还要从以下几个
方面发力。

首先，服务是硬指标。“春日经济”的重
头戏是文旅，从淄博到哈尔滨，再到天水，这
两年人潮涌流的方向都是文旅服务亮点突
出的地方。看花、赏景、露营、吃春鲜，无论
本地市民的周边游还是外来客人的深度游，
大家走的地方越多，就越能感受不同地方服
务水准的差距。景点经营维护、餐饮消费、
交通便利等水平如何，消费者心里都有杆

“秤”。这杆“秤”不仅带来一时的消费数据，

更造就长久的口碑。
其次，业态要多向延伸。不少地方的

“春日经济”还仅仅局限在看花赏景上，消费
场景单一扁平，能提供的“情绪价值”有限，
无法留客驻客。通过景点的联动、场景的创
新、品类的丰富，让游客“来了不想走”，才能
提升体验，做大蛋糕。比如，在磐安等地，茶
园周边景区和民宿结合，茶引来了客流，文
旅拓宽了茶农增收路径，逛茶园、住民宿、游
景区，成为当地农文旅融合发展的一大特
色。还有一些地方，通过“赏花+市集”“赏
花+体育”“赏花+夜游”等融合业态，将“一
朵花”的文章做透，游客体验感很不错。

再次，还要增强产业支撑。“春日经济”
除了“走走走”还有“买买买”。比如，踏春盛
行让沙滩椅、帐篷等户外休闲装备也迎来了
消费高峰，宁波余姚等地的相关生产企业订

单暴涨，按期出货考验着工厂的生产能力。
又如，春茶等鲜物之所以能短时间内配送全
国，离不开运输路线的规划服务、冷链仓储
物流的布局建设。松阳每天几万斤春茶快
速直达，靠的就是当地专门成立的服务茶叶
电商的专班，能高效迅速联动空运、铁路等
物流资源。再如，“新中式穿搭”火了之后，
海宁等地的工厂曾一度排单到几个月后。
眼下春装换新季叠加新中式热，服装企业能
否接住这波“泼天富贵”，还得看市场敏锐
度、备料和产出效率等。

冬去春来、草长莺飞，自然节律中萌动着
活力和希望。春日经济也好，氛围感经济、节
日经济、国潮经济也罢，本质上都是满足老百
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用优质的产品服务将人
们内心深处的消费需求激发出来，这也是从经
济社会角度顺应天时、因势利导的须为当为。

抓住“春日经济”风口
张 萍

杨朝清

在宁波市镇海区澥浦镇觉渡村，每当临
近中午的时候，从镇里驶出的爱心车轮食堂
送餐车都会将饭菜送达特殊的“骑手”手中，
由他们骑电瓶车穿村走巷，将食物送至村民
家中。目前，全镇共有“助餐骑手”10 名，均
为本地志愿服务者，大多为五六十岁的当地
村民。

伴随着青壮年流向城市，这些年来乡村
出现了不少留守的空巢老人。吃饭能凑合
就凑合、能应付就应付，是部分乡村老人日
常生活的一个缩影。“助餐骑手”真正做到了

“想老人所想，急老人所急，应老人所需”，用
细心贴心的举措，让乡村老人暖胃又暖心。

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之下，乡村老人不
能成为被遗忘、被忽略的群体。建设老年友
好型社会，“老有所养”“老有所安”是基础。
为了解决老年人的吃饭难题，不少地方建设
了老年食堂，可对于部分身体机能下降、出
行不便的乡村老人来说，前往食堂并非易
事。有些老人由于难以解决“最后一公里”
的出行问题，放弃到食堂就餐，制度善意得
不到充分发挥。

尊老敬老不是口号，而要见诸具体行动，
落实到细微之处。解决乡村老人的吃饭难

题，让老人们吃得更有营养、生活得更有品
质，不能仅靠少数人的全力以赴，而是要靠

“众人之力”。“助餐骑手”为家住偏远、行动不
便的高龄老人提供送餐服务，既承载着志愿
者对乡村的认同与感情，也蕴含着“无穷的远
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的共同体意识。

每个人都终将老去，尊重和善待老年人，
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善待自己。便民、利民
的“助餐骑手”，不仅解决了乡村老人的吃饭
问题，让他们有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与幸福
感，也满足了志愿者人际交往、社会融入等多
元诉求。通过志愿服务的方式关爱和帮助乡
村老人，“助餐骑手”真正做到了助人自助。

树立和培育积极老龄观，以积极的态度、
积极的政策、积极的行动应对人口老龄化，是
当今社会应有的姿态。悠悠万事，吃饭为大，

“助餐骑手”尊重和回应了乡村老人的利益诉
求，让乡村老人感受到被“温柔相待”。

关爱老年人事不在大小，关键在于体贴
周到，这不仅包含物质层面的经济资助、生活
层面的日常照料，更包含精神慰藉与情感支
持。“助餐骑手”不仅切实地裨益了乡村老人，
也让老人们感受到来自他人的善意和温情，
让老年友好理念融入细节之中，真正把尊老
敬老理念融入日常生活，把积极老龄观、老年
友好理念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

助餐骑手，让乡村老人暖胃又暖心

·公益广告·

楼下菜市场，楼上政务大厅，群众办完事以
后，还可以“顺路”买买菜。最近，嵊泗县的一家
菜市场引起媒体和网友的关注。菜场上面建政
务大厅，主打的就是方便群众。

我们印象中的政务大厅大多是独立建筑，
明亮宽敞、井井有条。嵊泗这个新建成的菜市
场，处于一个商业综合体，而里面的功能确实也
很“综合”。一二楼售卖蔬菜水产，四到六楼则
是政务服务中心和市场监管局。当地工作人员
介绍，这座建筑足够容纳政府工作人员集中办
公，更方便群众在买完菜之后顺路直接到上面
的楼层办事，就把两者放在一起了。群众办事
情，基本上都是围绕着“衣食住行”，所以菜市场
和政务大厅因地制宜地混搭之后，感觉烟火气
更浓了，政务大厅也更接地气了。

群众、企业办事，最关注的就是方不方便、
办不办得成。嵊泗的这个菜市场，其实正是浙
江多年来持续深化改革、不断提高行政效能的
一个小小缩影。倒并不是说政务大厅一定要和
菜场“搭”在一起，而是政务服务应该怎么方便
群众、怎么符合当地实际，就怎么来。浙江较早
就开始探索从老百姓身边事着手，不断优化政
务服务、提高行政效能，全面提升交通设施、旅
游景区等公共场所服务质量和水平，推动加快
建设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嵊泗作为海岛县，土
地有限，把菜场和政务大厅放在一起，正是基于
自身实际情况的选择。所以各地从实际出发，
对场地、流程、项目进行有针对性的优化，而不
是机械地“照葫芦画瓢”，其实也是聚焦群众和
企业需求，不断优化政务服务环境的题中之义。

最近浙江政务服务被网友点赞的案例还有
不少。比如，前不久，浙江政务服务“兜底窗口”
冲上微博热搜，网友热议“不愧是卷王浙江”；前
几天被网友誉为“现场翻书哥”的衢州市衢江区
税务局办事窗口工作人员，为跑错办事窗口的
市民当场查找资料，解决问题，获得网友点赞。浙江多年来深入
开展政务服务改革，让群众满意度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效能不断
提高，营商环境也在不断优化。

“再创环境新优势”，浙江改革步履不停，也决不能停。
在营商环境优化提升“一号改革工程”推进中，一项名为政

务服务增值化改革的重大集成改革，正牵引撬动营商环境再优
化、改革攻坚再突破。3 月 5 日，浙江召开了全省营商环境优化
提升“一号改革工程”专班年度工作现场会，部署新一年“一号改
革工程”和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重点任务。当前，浙江正通过全
面推进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用心用情用力解决企业急难愁盼
问题，持续打造一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政务服
务增值化改革，就是要在基本政务服务便捷化的基础上，为企业
提供精准化个性化的衍生服务。通过多作价值判断，为企业提
供个性化服务套餐，变“有什么、给什么”为“要什么、给什么”。
比如，加快打造企业综合服务中心、全面构建涉企问题高效闭环
解决机制、建设精准直达的“政策计算器”⋯⋯进一步激发各类
市场经营主体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

优势，正是通过不断深化的改革“改”出来的，也是通过一点
一滴的变化积累出来的。不同层面的“改”和“变”，让群众和企
业的获得感越来越强，让浙江的优势不断积累，让浙江的环境越
来越优。

为方便群众用心用情点赞

逯海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