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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靳林杰

■首席评论员 俞海波

■本报评论员 王俞楠

最近，不少令人暖心的身影走
入了大众的视线。他们有着特别的
称呼，如北干街道博学路社区的“E
邻妈妈”、义桥镇渔浦未来社区的

“兵爷爷”帮帮团、新街街道新宜社
区的“共享奶奶”等等。这些亲切的
名字、温暖的身影，让“家门口”更具
温度。

“E邻妈妈”和“共享奶奶”解决

的都是孩子的托管难题。其中，“E
邻妈妈”大多是社区里三四十岁的
全职妈妈，她们活跃在社区儿童成
长驿站，陪伴时间是周一至周五的
下午3点到6点，主要面向社区里一
到四年级的孩子，陪他们做手工、下
棋、阅读。

“共享奶奶”则大多是退休在家
的老人，他们主要面向社区内幼儿
园里的孩子。从放学接送开始，“共
享奶奶”会带着孩子到社区活动室
玩耍，等待父母下班来接。

“兵爷爷”帮帮团的身影会出现
在学校门口。承担社区附近小学的
护学任务，是他们志愿服务的主要
内容之一。两人搭档，一周一轮，每
天三次，风雨无阻。此外还有交通
劝导、社区巡防、邻里调解等等。

其实类似暖心的居民志愿者服
务一直不少，之所以这些“身影”能
引起了关注，或许更多是因为这些
事情契合了居民当下的需求。

随着萧山的发展，越来越多的
“新萧山人”在这里“扎根”，像上面
提到的博学路社区、新宜社区都是
新成立不久的社区，社区里有很多
居民是“新萧山人”，家里也大多是
双职工，孩子放学后的托管是个难
题。即使家里有老人照顾孩子，辅
导孩子作业的“任务”也是一个大难
题。

社区牵头、居民志愿者参与的
托管模式，不仅有安全保障，令人放
心，同时没有高价的托管费，减轻了
双职工家庭的生活成本。

居民志愿参与基层事务管理，

已经不是新鲜事了。
在基层管理中，不难发现，居民

认可度高的小区，往往有着共性
——居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较
高。

让居民在参与解决日常生活的
“小微事”、公共生活的“愁盼事”、共
同富裕的“重大事”的实践过程中，
产生互动交往、集体行动和守望相
助，才能进一步形成居民对小区幸
福生活共同体的情感黏性。

如何引导居民积极参与？从大
多居民的共同需求出发或许是个不
错的主意。而这就要考验社区基层
工作人员对社区现状的了解程度
了。只有熟悉社区情况的工作人
员，才能在居民“需求”与志愿者“供
给”之间牵好线。

■社会评论员 蒋小琪

■社会评论员 徐如茹

近年来，乡村文旅一直是一个
热门话题。政策的大力支持，加上
大量资本的投入，成就了一批典型
案例，几乎每个地方都有拿得出手
的文旅村庄。不过，风光的背后，也
存在一些现实的问题。

笔者前不久参加了一个乡村文
旅活动，活动场面很热闹，来的人不
少。当地有特色产品，现场舞台、体
验区、市集应有尽有，总而言之，很
有办活动的样子。不过，等笔者去
村里溜达一圈回来，却尴尬地发现，
活动现场几乎没人了。原来，舞台
节目一结束，大部分人就纷纷离去

了。现场冷冷清清，市集商户们也
只能早早收摊，只剩下卖烤肠、冰淇
淋的。

这件事给人的启发，除了做市
集生意最好卖点小吃或冰淇淋，就
是开发乡村旅游确实不容易。发展
旅游，最重要的就是人气。要有人
气，就得留得住人，就得提供相应的
体验内容。内容不够留不住人啊。

乡村文旅要发展，就要考虑怎
么持续运营，怎么打造爆款，怎么出
圈，怎么长红。这大概是发展之路
上必然要经历的“成长的烦恼”。

其实近年来，一些村庄发展乡
村旅游，主要动机还是跟风。然而
旅游产业容易受大环境影响，再加
上一些村庄本身缺乏特点，造成目
前乡村旅游内容同质化非常严重，
不是农庄游乐园，就是团建烧烤基
地。实事求是地说，这两种商业模
式能够取得稳定的收入，至于其他
文旅项目，最多起到引流的作用。
结果是有特色的不赚钱，能赚钱的
没特色。长远来看，这对乡村文旅
产业发展是不利的。

因此，发展乡村旅游，不能拍脑
袋就上，而是需要有详细的可行性

论证，还要因地制宜，有长远的发展
规划，最重要还是坚持下去。毕竟，
泼天的富贵往往以让人意想不到的
方式降临，万一哪天走红爆火了
呢？机会从来都留给最有准备的
人，对于要发展乡村旅游的村庄来
说，这个准备就是能留得住人。

众所周知，办活动是快速聚拢
人气的好办法，游客被吸引过来了，
能留住多少人，留住多少时间，就要
看村庄能提供的体验内容了，如果
没有内容，高人气照样转瞬即逝。
从这方面来说，“造节”是较为直接
和方便的办法——用持续不断的节
日庆祝活动吸引人气，维持热度。
如果创造出来的节日受到欢迎，还
能打造自身的特色招牌。

“造节”发展路径，成功的例子
不少。比如贵州乡村的“村BA”“村
超”，用不间断的体育赛事吸引了省
内外大量游客，维持赛事的热度，进
而推动乡村旅游发展。也有一些村
子通过发掘历史传说，以传统文化
的名义搞出许多节日。大家都在为

“造节”吸引游客，绞尽脑汁，八仙过
海，各显神通。

当然，“造节”容易坚持难。所

有的节日活动本质上都是狂欢节，
作用是让游客参与狂欢，享受欢
乐。只要牢牢记住这个宗旨，节日
的名堂可以放开思路，不必拘泥
历史文化。关键是要持续投入，不
能虎头蛇尾，刚红火了两年就没影
了；也不能小打小闹，节日之间只有
名义上的区别，现场还是摆小摊。
既然是节日，就要搞出有声有色的
内容来，还得是城市里搞不了的。
比如春天就搞大面积赏花大会、春
耕祭典，夏天搞烟花大会，秋天搞丰
收节、钓鱼季，冬天搞庆典巡游等。
就效果而言，体育赛事最容易搞得
热热闹闹，乡村旅游“造节”，不妨从
承办体育赛事开始。

显而易见，“造节”需要持续的
资本投入。文旅产业鲜明的特征就
是前期投入较高，也非常依赖运
营。尤其是在没有得天独厚的自然
或人文资源的条件下，坚持对节日
活动进行投入就成了至关重要的因
素。因此，这条赛道的竞争说到底
是综合实力的竞争。就乡村产业而
言，农、文、旅三大产业三足鼎立，都
需要有均衡的发展，产业才能相辅
相成，取得更多的成果。

五一小长假即将到来，调休
话题再上热搜。

一些网友认为，调休带来了
较长的假期，给出门旅游、探亲
带来了方便。

还有一些网友认为，为了一
个“五天假期”，上班族在放假前
后两周要工作六天，长时间连续
工作，让人身心俱疲。对于调
休，你怎么看？

漫画俞钦洋

“王婆说媒”火了，“王
婆”却深陷舆论旋涡。河南
开封万岁山武侠城官方微信
公众号近日发布公告称“王
婆”扮演者赵梅老师因健康
原因请假一个月。对此，不
少网民感到失望，“王婆说媒
换人”词条冲上热搜。

其实没什么好失望的，
互联网“红极一时”是常态，“长红不衰”才罕见。指望一档景
区的娱乐节目去做好连那些专业相亲平台都难以做好的相
亲，本来就是强人所难。

“王婆说媒”，说不成又何妨！
“王婆”是河南开封万岁山大宋武侠城景区的一名演员，

本名赵梅。“王婆说媒”本来是为了让游客体验宋代开封市井
文化的节目，是赵梅自行加入了相亲的元素。“王婆说媒”的爆
火，带动了万岁山武侠城景区乃至整个开封的旅游热度短时
间内急剧飙升。赵梅的个人抖音账号“开封王婆”粉丝数量，
已从3月15日的23万，增加到如今的超647万。

然而，人红了，是非也来了。“王婆说媒”开始变得有争
议。相亲台上，已婚人士隐瞒身份相亲者有之，网红为了蹭热
度假装相亲者有之。话题发酵后，“王婆”承受了巨大的压
力。赵梅今年已经61岁了，压力过大真的导致身体吃不消有
可能，但更主要的原因，恐怕是“泼天的富贵”来得让人措手不
及。无论是“王婆”个人，还是景区，甚至开封地方政府，都需
要给自己一点时间进行调整和思考：下一步，该往哪个方向
走？要接住这波富贵，要让“爆红”变成“长红”，委实不是一件
简单的事情。

回头我们再看看，“王婆说媒”为什么能火？除了“王婆”
本人口才好，很风趣，主要还是节目整体风格十分接地气，很
真实，都是现场叫人，没有套路，没有剧本。男女双方如果看
对眼了，下去就继续交往；对不上眼，就当从来没认识过。参
加节目分文不收，也没有门槛，所以谈不谈得成，双方都没有
损失。这种真诚和轻松的氛围让参与的人很有安全感，也很
符合现代年轻人追求的社交松弛感。可以说，“王婆说媒”是
一场相亲秀，但却比真人秀节目更真实；有综艺元素，却比综
艺节目更好看。

现实中各种相亲类节目、平台或者机构，不是表演性质太
浓，就是收费门槛太高，或者将爱情、婚姻过分物化、商品化，
跟它们一比，“王婆说媒”简直是相亲界的一股清流。

可是，回到最初，“王婆说媒”本来只是景区的一档娱乐节
目，“相亲”只是它其中一个娱乐元素而已。它的爆红，其实也
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可能正是因为它的“无心”，才成就了
它的“纯粹”。强行要求它承担起为年轻人“人生大事”负责的
使命，恰恰会破坏这种“纯粹”。“王婆说媒”现在遭遇的争议，
就是因为有人质疑它开始变味了，不那么“纯粹”了。但人红
是非多，自古如是。即便“王婆”有通天的本事，也无法杜绝别
有用心者登上她的相亲台。

好在面对“王婆说媒”热度的下降，当地官方还是比较理
性的。的确，利用“王婆说媒”的热度，精心打造好大宋文化
IP，这恐怕才是变“爆红”为“长红”的王道。“王婆”是个小IP，不
仅有“王婆说媒”，还有同样发生在宋朝的“王婆卖瓜”典故。
小IP可以链接大IP，开封是清明上河图的原型，不仅是北宋的
都城，历史上还曾经是“八朝古都”，底蕴很深厚。

“王婆说媒”，说不成又何妨，说不成男女之媒，可以说文
化之媒，可以说大宋文化与天下游客之媒。思路转换，境界自
宽。只是，无论说什么媒，最好都还是少点套路，多点真诚。

近日，备受关注的“小学一年级
学生秦朗巴黎丢了寒假作业”迎来
结局，一则公安机关的警情通报，宣
布此前的多方关注有多么可笑。

要知道这个千万粉丝级网红
@Thurman 猫一杯发布事件视频
时，迅速引发了全网关注，并获得了
不少媒体的关注，甚至是跟踪报
道。当时的事件也有“后续”，即该
网红宣布“已联系上秦朗母亲”，还
晒出了聊天记录。评论区里，也有
自称“秦朗舅舅”的网友出现，但随
着“涉事学校”工作人员反映查无此

学生，“秦朗舅舅”引发了网友质
疑。此人随后还利用直播吸引关
注，但被发现是摆拍。

事到如今回头看，只能说是一
出荒唐的闹剧。事件甚至得到了媒
体的“助力”，不少媒体根本没核实
就直接进行二次创作并制造话题，
也是让此番闹剧传播力进一步扩大
的缘由。

新闻界有句俗语“人咬狗才是
新闻”。诚然，新闻有引发关注的特
质，但更讲究新闻真实性。这场“作
业本闹剧”着实让新闻从业者汗
颜。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这年头，网红的影响力的确不
容小觑，不少千万级粉丝量的网红
的影响力，也不亚于部分主流媒
体。而本事件中，为了涨粉炒作，这
位影响力巨大的网红“亲自出马”创
造事件——堪比“人咬狗”的“吸睛
事件”，或许是这年头流量的价值太
可观。如果没有被发现背后真相，

或许这的确是一次优秀的“创作”，
成功地煽动了广大网友的情绪，也
成功地引来了不少主流媒体的跟
进。在社交平台的算法助力下，超
高的点击率、互动率，加之平台推
流，涨粉涨流量的目的也达成了。

万幸造谣还是有成本的。目
前，造谣当事人已在社交平台发布
道歉视频，也已经被部分社交平台
禁言甚至关停账号。虽然时隔近两
个月才迎来如此结局，但我们还是
要感慨万幸，这一次我们终究还是

“查明了真相”。
网红道歉后，其实当初选择盲

目跟进的媒体也应该道歉。如今这
个流量时代，很多时候，当媒体开始
更重视如何获取流量博得关注，那
么显然对于新闻事实的考证是愈发
欠缺的。于媒体而言，要“快”但必
须守住真实性这一底线。每一位媒
体工作者在报道新闻前，或许应该
先成为一名求真者，切莫因为追求

流量而被虚假新闻肆意摆布。媒体
是应该守住底线的，不能将制造全
网刷屏的爆款新闻视为“第一目
标”。此次事件，对于不少媒体都是
一次警示。

再说到每一位网民，我们有获
取各类信息的权利，但我们也应该
有甄别各类信息的慧眼。这年头，
不少人开始有了“让新闻飞一会”的
意识，这是个明朗的信号，说明当下
的网民越来越爱思考，但我们也要
意识到，依旧有太多太多人容易被

“牵着鼻子走”。所以，每一位网民
都应该提高警惕，莫让自己白白成
了“小丑”，让自己的时间浪费在无
意义的“垃圾信息”中。

所以，在未来，如何杜绝“小学
生巴黎丢寒假作业”这类“假事件”
成为新闻，其实需要多方努力。要
规范源头，也要传播的每一环节有
更多人去辨识，而不是一股脑儿随
手就开始“转发助力”。

最近，城厢街道育才东
苑社区夜校的瑜伽课程受
到媒体关注。每周一次的
瑜伽课，一共 16 个学员，总
共10节课，单节课费用只需
一杯咖啡的价格。如此超
低价的瑜伽课，很难在商业
瑜伽馆见到。

前些年，商业瑜伽馆喜
欢向顾客推销不限次数的

年卡。比如年卡是6000元，平均到每天的费用是16元左右。
然而谁都做不到每天去打卡练习，一年能上200次课的人，已
经是少数。多数人“买卡即结束”，最少的可能只去了三四次
就再也没去过，白白浪费了年卡。近几年因为生意难做，各大
瑜伽馆、普拉提馆纷纷推销次数卡，比如30次、60次、120次。
次数越多，平均下来每节课的费用就越少。不过，大器械普拉
提课的单次收费仍在180元上下。

对比市场上的瑜伽普拉提课程，就会发现社区夜校的类
似课程，解决了年轻人学习的很多痛点。首先，课程只有10节
课，且超级便宜，咬咬牙坚持就能全程练完，不浪费课时费。
其次，报名夜校课程的多数是小姐妹，相约一起去上课，学习
起来也更有动力。再次，社区夜校就在家附近，走路10分钟以
内就能到。大老远跑到瑜伽馆去上课，说不定还得花停车费，
又是一笔费用。

眼下，萧山越来越多的社区推出了夜校平价培训课程。
今年2月，广德社区大学堂各类艺术体育培训课堂开课，

有钢琴、非洲鼓、合唱、摄影、舞蹈、英语、书法、柔力球、太极、
朗诵、瑜伽等各类课程。这些课程最大的特点就是平价，比如
钢琴课12节课600元，平均一节课50元，而市面上的钢琴课多
数要300元一节。这类课程一报名就爆满，说明平价培训课程
是接地气的，也是有人气的。

同样，今年上海市民艺术夜校春季班在全市250个点位开
设680门课程，招收学员约1.6万名，课程比杭州更前卫，有非
遗体验、艺术入门、生活美学、职场技能、文体结合等，最关键
也是平价，12节课的学费才500元。这彻底打破了市场上艺术
类课程的高门槛，让艺术普及落到了实处。

艺术类课程可以分不同等级，专业领域可以有不同的价
格，但普及型的课程最好能走平价模式，让有志于学的市民都
掏得起费用。因为对于普通市民来说，这种模式花费不多，是
极具亲和力的“第一次亲密接触”。通过10节课的学习经历，
学员可以对此有初步了解，进而在练习中建立自律，在探索中
发现天赋，激发更强劲的学习兴趣。

学习艺术类课程，或许不会像读书那般刻板，更像小蜜蜂
在寻觅甘甜的滋味。一路走来，或许在日课练习的那个瞬间
感受到点明内心的甜蜜瞬间，或者在练习中去除了纷繁冗余
的杂念和谋划，慢慢活出自己本来的样子。

费登奎斯在他的《动中觉察》里说：“正确的方式是要学会
减少与目标动作相抵抗的力”。假如艺术类课程日益普及，会
有更多人在艺术熏陶中变得眼里有光、脚下有根。而它的合
适载体，就是夜校的平价培训课程。

用“造节”造就乡村文旅的长红

居民志愿服务让“家门口”更具温度

“小学生巴黎丢寒假作业”成新闻是媒体失职

让夜校平价课程解决学习痛点

“王婆说媒”说不成又何妨

调休争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