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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休闲旅游带动创新创业，农产品
直播电商节掀起购物热潮，搭建新农民创
业平台……不久前，以“激情创新创业 梦
圆乡村振兴”为主题的2020年全国新农民
新业态创业创新大会在江苏南京召开。
大会期间的一系列活动，为农民创新创业
增添活力，为农民就业增收激发力量。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返乡农民留
乡创业的意向大大增加，“家门口创业”成
为新潮流。据了解，截至8月底，全国新增
返乡留乡农民工就地就近就业达到 1700
万人，其中有不少人通过云视频、直播直
销等新业态创业，成为服务农业、扎根乡
村的创新创业群体。笔者在江苏淮安采
访时了解到这样一个案例：位于城乡接合
部的一家休闲观光农场，负责人周登云是
一位“80 后”。初中毕业后，他来到大城
市，在建筑行业打拼，今年 3 月份，他决定
回乡做一名新农民。除了直播带货，他还
在观光、种植、销售等多个环节推出创意
民俗特产，吸引了大量游客。他表示，“这
次回来，就不走了！”如今，这样的新农民
在全国各地越来越多。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促进农村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支持和鼓励农民就
业创业，拓宽增收渠道。让更多像周登
云这样有工作经验、有资金积累的新农
民返乡创业，需要在广大乡村积极营造
创新创业的良好氛围，并在产业规划、岗
位开发、资金支持、服务指导等各方面，
对返乡农民就业创业进行有力支持。尤其是当前接续推
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让
农村拥有大批能创业、懂创新的新农民。因此，应想方设
法为这些乡村振兴的“领头羊”搭平台、铺路子，从而带动
更多有生力量投入乡村振兴的广阔天地。

让新农民返乡创业更有底气，需要在精准施策、细化
服务、技术护航等方面下足功夫。比如，在很多劳务输出
地，留乡就业的外出务工人员可获就业补贴，创业农民还
可享受优待政策。一些地方还引导农民与高校产学研合
作，帮助农作物实现优质高产。在这一过程中，要为创新
创业打造好的营商环境。比如，农业大省河南、山东、四川
等地出台精准服务政策，牵线新农民与融资、市场、信息等
主体沟通对接，盘活资源，从洽谈合作、促进投资到改善经
营、开拓市场，在各个环节帮助返乡创业农民成长，让新业
态、新产业和新商业模式落地开花。

针对一些返乡农民虽有创业意向但缺乏相应技术的
情况，需要加大技术服务力度。比如近 5 年来，全国各地通
过“土秀才”技术指导、专家成果转化、企业家创业引领等
方式，累计培训 1800 万返乡入乡在乡创业创新人员，建成
1400 多个农村创业创新园区和孵化实训基地，涌现出大批
创意项目和带头人。今后，有必要进一步加大对返乡创业
农民地位待遇提升、职业发展支持工作，更好解决妨碍农
民创新创业的现实问题，比如融资信息渠道不畅，人才技
术出现短板，合适项目相对缺乏等。

“乡村大舞台，必有大发展！”这是各地农民共同的心
声。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在创新创业的热土上，地方政
府和相关部门做好“店小二”，推动各项政策措施更加精准
有效，才能让农民返乡创业更有底气，进而培育出更多富
有活力的新型农民，为乡村振兴不断注入内生动力。

（《人民日报》）

据报道，日前广西涠洲岛一名游客的
不文明行为，引发网友愤怒。监控画面显
示，该男子用脚连踹 5 次后，将一棵仙人掌
景观踹断。附近商户表示，当时两名游客
在景区的候车点，该男子在母亲已经明确
阻止的情况下，仍踢断了仙人掌。目前这
对母子已被景区当面批评教育并赔款 500
元，而 在 此 过 程 中，母 亲 却 辩 称 自 家 儿 子

“还只是个孩子”。

又是熟悉的“还只是个孩子”，又是尴
尬的“护犊式辩解”。在很多父母的眼里，
孩子似乎永远长不大，无论“孩子”犯了哪
种错、惹了多大祸，哪怕已经违法，一句“还
只 是 个 孩 子”，便 可 遮 羞 掩 错 。 但 在 此 事
中，其说辞明显违和：从画面看，这名游客
比他母亲高出几乎一个头，妥妥一个青年，
故 意 踢 断 仙 人 掌 景 观，绝 不 是 他 这 个“ 孩
子”该有的玩法。

诚 然，从 情 感 角 度 考 量，子 女 在 父 母
面前永远是个“长不大的孩子”，但跳出情
感 的 范 畴，在 相 关 的 责 任 关 系 中，就 得 依
据 法 律 和 文 明 的 规 则 来 说 理、定 性，无 论
是 谁，只 要 触 碰 了 规 则 底 线，都 得 承 担 对
应的责任。

在民事领域，有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概念，刑事领域也有追
责年龄线；但在文明范畴中，是没有也不该

有减责或免责年龄线的。换句话说，文明规
则面前，人人平等，没有“孩子”只有“公民”，
谁都没有豁免权。

文明教育理应从小抓起，家长应该承担
教育孩子的第一责任、主要责任，通过言传
身教培育其文明意识，教育管束孩子心存敬
畏、言有所规、行有所止，这样才能让孩子摆
脱“巨婴依赖”，真正长大，在规则社会中找
准自己的责任定位和行为边界。

如何评价刚刚过去的国庆中秋“黄金
周”？有人说得好，“这个假期像过年一样”。

的确，放眼神州大地，八天时间里，280
家 5A 级旅游景区、30 家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人气爆棚，6.37 亿人次的庞大游客规模忙而
不乱，39.52 亿元的国庆档电影票房欣欣向
荣……特殊背景下的这个长假，既是一段经
济复苏强劲、消费热度回暖的休闲时光，也
是一次优化公共服务、提升治理水平的重要
契机。

节日当中，文旅是点亮消费的重要引
擎。随着生活品质的跃升，在今天提到旅
游，不再是简单的观光浏览，而是追求沉浸
式体验的深度游、精品游；告别了单一的旅
游线路，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乡村休闲游、文
化游、古镇游等特色旅游。四川成都的国庆

中秋喜乐游暨洛水风华汉服节、印象嘉陵
江·百姓大舞台等活动，丰富了游客的选择；
广西桂林的印象·刘三姐、桂林千古情演出
出现爆发性增长……从“有没有、缺不缺”，
到“好不好、精不精”，假日市场的产品供给
实现了从数量追求向品质提升的转变。

拉伸观察的镜头就会发现，东中西不同
地区的发展梯度，反过来也为游客提供了差
异化的体验。风格迥异的禀赋，换个角度就
是层出不穷的机遇。不管高山草原俊美的
自然风光，还是繁华都市隽永的人文景观，
又或者是沿海地区怡人的海阔天空，“人从
众”的井喷需求，都发挥出带动当地、辐射周
边的“磁场效应”。数据显示，国庆节、中秋
节 八 天 假 期 期 间 ，游 客 平 均 出 游 半 径
213.0 公 里 ，在 目 的 地 的 平 均 游 憩 半 径 为

14.2 公里，出游半径较劳动节和端午假期增
长 56%以上。

尽管新冠肺炎疫情对文旅产业冲击巨
大。但常态化疫情防控下“限量、预约、错
峰”的 要 求，也 为 产 业 转 型 升 级 创 造 了 窗
口。在良渚古城遗址，公园 5G 全覆盖，“云
展览”精彩纷呈，古老遗产融入现代生活；在
国家博物馆，“云游览模式”上线，观众宅家
也能“云观展”“云学习”……文旅企业纷纷
试水“上云、用数、赋智”，运用大数据、短视
频、直播、虚拟现实等手段，创新文旅消费场
景，引导和培育网络消费、定制消费、智能消
费等消费新热点新模式。数字文旅新业态
正在拓展新的天地。

此外，喜庆热闹的节日气氛，也是对社
会治理的一次考验，既要红红火火，也要安

安全全。10月6日，因预计海面风力将增至8
级以上，广西北海一天之内安排涠洲岛 2 万
多名游客有序撤离；江苏无锡火车站特意开
设一条“无健康码通道”，为“老人机、手机没
电、无微信、不会操作、无手机等问题”排忧
解难；海南积极宣传文明旅游理念，在一个
个细节中涵养讲究卫生、理性消费、杜绝浪
费的风气……各地从精细化治理到智能化
管理，再到人性化关怀，不仅筑牢了假日的
安全基石，也丰富了享受假期的非凡体验。

如果说旅行的意义是追求“诗和远方”，
那么如今，“远方”不再难以涉足，“诗情画
意”更是触手可及。既注重“悦目”也讲究

“赏心”，既线下“充能”也数字“赋能”，这个
愉快的假期，是“诗和远方”的抵达，也是美
好生活的写照。 （人民网）

近日，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
发出提示称，《教育系统“制止餐饮浪费 培
养节约习惯”行动方案》印发以来，各地各
校高度重视，纷纷结合本地本校实际，制定
了有针对性、可操作的工作举措，有效制止
了校园餐饮浪费现象。但值得注意的是，
个别地方和学校认识不准确、理解不到位，
出现了要求学生“背诵餐歌打卡”“浪费一
粒米做一道选择题”等形式主义做法，引发
舆论热议。

“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
物力维艰。”制止餐饮浪费，培养节约习惯，的确
需要从娃娃抓起。一方面，纽扣要从一开始就
要扣好，人也要从小树立节约意识。另一方面，
孩子在很多方面可以成为大人的良师，在现代
家庭和社会结构中，孩子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
他们的认识和行为也在深深地影响着家庭和社

会。在文明城市创建过程中，类似“小手牵大
手”等活动取得的成果就说明了这一点。

现在的问题在于，一些地方把“好经”念
歪了。很多学校严格管理、科学管理，包括
从生产环节抓起，通过精心烹制菜肴、科学
制定菜谱等方法，把反浪费落细落实。但也
有一些学校做出了小儿科的事情，有的追求
形式，为了材料好看，能够应付上级，把孩子
当成工具，不问实际结果；有的急于求成，一
声令下就要到位；有的胡搅蛮缠，工作不细，
方 法 不 当，简 单 地 拿 起 惩 戒 的 尺 子，想 要

“吓”出一个好习惯。
这些做法，很多都打着创新的幌子，举

着重视的旗子，但究其实际，却穿着形式主
义的内衣，有的还有着官僚主义的根子。正
如“浪费一粒米做一道选择题”，能取得多大
的成果，不是形式主义又是什么？这些做法

的真正危害，不仅在于会狠狠地扎下钉子，
激发逆反心理，还会在孩子心中深深地埋下
种子，影响他们的健康成长。正如陶行知先
生所说，“人人都说小孩小，小孩人小心不
小。你若以为小孩小，你比小孩还要小”，孩
子们会看不出这是形式主义吗？

针对这个问题，国务院教育督导办提
示：制止校园餐饮浪费不能“走偏走样”。这
不是要否认教育系统开展“制止餐饮浪费
培养节约习惯”行动的必要性，也不是否认
教育系统前期努力取得的成果，而是针对出
现的问题及时修正。教育无小事，发生在校
园里的一切都不是小事，尤其是一些倾向性
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教育也不是易事，
不能违背教育规律，尤其是涉及习惯养成，
不能剑走偏锋，不能幻想一蹴而就，而是要
有潜移默化的功夫，要有滴水穿石的功力，

踏踏实实地去做。
需要指出，类似“走偏走样”的做法，不

仅存在于校园，在社会上也有不同程度地呈
现，有的还十分严重。一段时间以来，媒体
报道了不少这样的典型，有的停留于喊口
号，有的得意于赶时髦。这些做法的根源就
在于形式主义，表现为只想投机取巧，不愿
脚踏实地，只做表面文章，不愿从细从实，只
求雨过地皮湿，不管风过了无痕。至于说层
层传递压力，唯恐失分被批，不顾用力过猛，
同样是一种形式主义。

校园不是秀场，节约无需“演戏”。教育
系统“制止餐饮浪费 培养节约习惯”是一道
必答题，答好这道题必须力戒形式主义，必
须遵循教育规律，出细活和精活，让勤俭节
约成为广大师生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生活
习惯和人生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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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从众”的背后，这些很中国！
袁天宁

在文明规则面前没有“孩子”只有“公民”
李英锋

校园不是秀场 节约无需“演戏”
毛建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