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4月16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江于夫 联系电话：0571-85310324 邮箱：xuexiyouli@126.com6 观点

画中话画中话

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
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
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之江观察之江观察

中国新闻名专栏中国新闻名专栏

··公益广告公益广告··

遇到“中国好房东”，是一种幸福。据媒
体报道，近日杭州西湖区荷花苑小区有一位
房东，在装修房子的时候专门花了十几万元建
了一个健身房，免费提供给租客使用。他说，因
为周边的IT企业多，“房客都是年轻人，有一定
的健身需求”。这位房东主打一个服务到位。

荷花苑小区是杭州城西主城区的城中村
自建房小区，一直以来吸引了不少大学毕业
生、年轻白领来这里租房落脚。为了让年轻
人住得更舒心、更安全，近年来小区的软硬件
环境也在不断提升。就拿这位自建健身房的
房东来说，因为自家房子有点“年纪”了，为了
让租户的居住体验更好，从去年10月底开始，

他就对4层16间房全部进行了翻新改造。不
仅装修风格更加简约时尚，连床头都设计了
灯带的细节，划船机、跑步机、史密斯机（综合
训练机）、杠铃架等也全都安排上。不只是这
一位房东，据介绍，这一带好几个小区都在提
升硬件，不少房东早早就“卷”了起来。碰上
这么懂年轻人的房东，难怪住在小区里的租
客们说有种“回家的幸福感”。

其实，好房东也体现着一座城市的幸福感。
对于很多刚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来说，住

得舒不舒心是个很重要的问题，甚至可能影响
他们对于一座城市的观感。不久前，某地曝出
的“提灯定损”事件多少照出了房屋租赁市场
的乱象。甚至不少年轻人踏入社会交的第一
笔“学费”，就和租房有关。比如，遭遇“黑中
介”“二房东”骗钱，退租时被房东刁难，被超额
收取所谓房屋清洁费、家具折损费，甚至个别

无良房东使用劣质材料廉价装修，导致出租房
污染物超标等。一座充满幸福感的城市，不应
该让年轻人频频掉进租房的“坑”里。

租房租用的不仅是物品，也是一个温馨的
小家。让还未成家立业的年轻人有一个舒适
安全的落脚之处，正是一座城市的温度的体
现。把衣食住行的问题解决好，年轻人的后顾
之忧就没有了，就更加能够安下心来打拼。这
样的幸福感，才是可触可及、实实在在的。

浙江的城市人才流入率已连续多年保持
全国领先，原因何在？除了发展前景、产业体
系、创业就业环境、自然风光等因素之外，解
决好年轻人“住”这个问题，始终是各级政府
招才引才的重要法宝之一。以创新政策引才
聚才，优化环境用才留才，真正用心用情重视
解决人才安居问题，才能形成与年轻人双向
奔赴、互利共赢的好局面。

就在上个月，位于杭州萧山区的杭州亚运
媒体村“摇身一变”成了人才公寓，3700多套房
源已正式开始配租。其中A、B类高层次人才
免租金；C、D类高层次人才租金标准为评估租
金的20%。如此优惠的条件受到不小关注。事
实上，这样的举措还有很多。同样是在上个
月，荷花苑小区所在的杭州市西湖区古荡镇经
济合作社拿出10万元直接补贴现场订房的租
客，把700多套一手房源推向市场。目前，杭州
已经在全国率先建立起公共租赁住房制度，并
逐步形成具有杭州特色的多元化住房保障体
系，努力让每位新老杭州人住有宜居。

“那么多外地人都选择来到杭州，我觉得自
己的选择没有错。”一位年轻的租客这样说。不
仅仅是荷花苑的房东们，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各
级政府也承担着“中国好房东”的角色，让一批批
年轻人在浙里安居乐业、收获成长、感受幸福。

贴心好房东，提升城市幸福感
逯海涛

事情是干出来的，不是
“挂”出来的！近年来，国家持
续深化拓展基层减负工作，提
高农村基层治理水平，多地陆
续出台具体措施为村级组织
减负，但有些领域的形式主义
花样仍不少。《新华每日电讯》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村委会挂
满各种牌子，村干部表示每块
牌子对应一项职能，责任都由
村干部承担，由于村干部人数
少，很多工作只能流于形式。
为基层减负关键在于让基层干
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谋实招、
干实事。 金妍 陈昱志 作

刘晓庆

近千人兴致勃勃齐聚长桌宴，结果桌上
稀稀拉拉摆的都是毛豆、花生、海草等，手慢
的游客还没动筷，菜就在“争抢”之中见底了
……这幅略显“寒酸”的场景，近日就出现在
海南保亭县。

4月12日，有游客在社交媒体上吐槽，花
费128元体验“千人宴”，结果连花生毛豆都没
吃饱。对此，4月13日晚，海南省保亭黎族苗
族自治县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发布通报，
称游客反映的情况基本属实，此次“千人宴”
活动属于商业行为，由于参与人数较多，该公
司组织能力不足、服务不到位，导致无法正常
配餐，菜品分布不均，消费者可凭票和付款记
录办理退款。

乍一看，以道歉、退款为结局，这一轩然
大波似乎安然“落地”了。但实际上，消费的
人失了兴致，当地文旅市场丢了口碑，这些终
究是无法“回到原点”的。

“千人宴”变成“毛豆花生宴”，为何引得
“千人厌”？因为它把一些游客心心念念的民
俗文化体验，异化成了变相捞金的消费陷阱。

近年来，旅游市场上一个鲜明的变化就
在于，除了有形的风景以外，越来越多的游客
希望在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体验中感受风土
人情，获得精神滋养。就拿此番饱受争议的

“千人宴”来说，它本是苗族宴席的最高形式
与隆重礼仪，“三月三”这一天，家家户户端出
美酒佳肴，喜迎八方客，寓意美好，历史悠
久。游客愿意花这128元，难道是冲着“排排
坐，吃花生”来的吗？当然不是，他们所求的
是体验未曾感受过的别样风情，品特色美食、
赏民俗表演，在突破“安全社交距离”的同食
共舞中，抛却现实压力，尽情放松身心，以文
化之美来滋养灵魂。

平心而论，这些特色民俗体验项目，发掘
好了是吸引游客的“独门秘诀”，可如果任由
其变成新的“宰客密码”，那原本令游客神往
的“文化味”，可能就变成了只顾商家利益、不
顾游客权益的“铜臭味”，要是给游客留下“宰
客，就是当地民俗”的负面影响，可就得不偿
失了。正如此次参加“千人宴”的游客，本是
将当地文旅美名“一传十，十传百”的一千人，
结果却变成了劝人“别来踩坑”的一千人，一
加一减之间，当地文旅口碑折损了多少自不
必言。

在文旅市场“春风得意”的当下，愈发注
重文化体验是一个新趋势，而这份宝贵的“文
化味儿”，离不开游客的“千里奔赴”，离不开
商家的“爱惜羽毛”，更离不开当地的有效谋
划与严格监管。无论何时，文化都不应成为
商业利益的牺牲品，特色民俗也不应异化为
变相宰客的消费陷阱。

莫让“千人厌”坏了民俗口碑

一个假故事，能引起多大波澜？今年
春节假期，“秦朗巴黎丢寒假作业”事件可
以说是出尽风头、占尽流量，多次登上热搜
榜单。然而近日，警方通报“在巴黎拾到小
学生秦朗作业本”的视频系编造，公安机关
已依法对相关人员作出行政处罚。微信、
微博、抖音等平台发布公告，对涉事账号
@Thurman猫一杯进行封号处理。

对这个事，人们拍手称快。这起事件
当初闹得全网皆知，为当事人涨了一波粉，
并且衍生出“秦朗舅舅”“西场小学”等一系
列闹剧。这事来来回回几波热度之后，居
然被发现是个彻头彻尾的人造新闻，教人
如何不厌恶、不愤怒？

也有“同情论者”为博主叫屈：“编了个
无伤大雅的小故事而已，至于封号吗？”此类
论调，显然低估了这类事件的危害性。有人
为这类新闻起了个名叫“新黄色新闻”，专指
那些把鸡毛蒜皮的小事伪装成轰动性大事
的自媒体产品。这些产品没有多大公共价
值，但是深谙受众猎奇窥私等心理，极易吸引
流量，被许多自媒体账号奉为“吸睛法宝”。

没有公共价值却占据公共注意力的内容
当然有害，而且危害匪浅。它会让真正有价
值的新闻失焦，模糊公众视线，最终损害公共
利益；它会削弱新闻报道的严肃性，带来舆论
生态的失序混乱；它会让流量至上的逻辑占
领市场，引发变本加厉的效仿跟风，使得“正
能量输给假能量”；它会让互联网上充斥着真
假难辨的信息垃圾，淹没真实世界……有人
曾总结“新黄色新闻”的几大“易燃易爆”题
材：“相亲吃饭扶弟魔，婆媳矛盾干重活，网约
司乘矛盾大，彩礼赡养闹婚多。”可见，一则小
段子，背后藏着多少小九九、大生意。

谁该为“丢作业事件”反思？网红背后的MCN机构无
疑首先当反思。从精心挑选题材，到连环造假圆谎，处处可
见背后MCN机构苦心经营的影子。这种挖空心思造假景
观、脑洞大开地编造离奇故事的生产模式，违法违规，也注
定难以持久。2024年“清朗·整治‘自媒体’无底线博流量”
专项行动，就剑指这类行为。

对于媒体尤其是一些商业媒体来说，“丢作业事件”的处
理结果也是一记响亮耳光。想当初，许多媒体在没做任何核
实的情况下，转发报道了这则疑点重重的视频，客观上起到了
推波助澜的作用。本来，舆论场上迷雾重重之时，应该是专业
媒体大展身手之日。用专业采访报道能力为大众把关，鉴别
真伪，筛选真正有公共价值的内容，激浊扬清、固本清源，才是
媒体应该做的，而不是被网红大V“牵着鼻子走”。网友常在
一些“新黄色新闻”的媒体转载页面留言“没新闻可以不报”，
就是在表达对真人真事真问题上头条、上热搜的期待。

受众个人承担着“新黄色新闻”最后一道也是最关键的
角色。网络无非是真实世界的投射，根据现实经验对那些

“一眼假”的非正常事件，多一些“转念一想”“哪里不对”的
敏感性，少一些盲信盲从、盲目转发，靠自我筛选来训练算
法，就会少被算法给“算计”。受众的媒介素养，也要在网络
传播的新形势下与时俱进，这已经是信息时代一个十分重
要的大众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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