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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好“以赛促游”组合拳
□涂实磊

6月28日，离“苏超”通
宿大战还有一天，苏N的旅
游大巴已经开进了狼山国
家森林公园，宿迁游客对狼
山、长江的美景赞不绝口。
当晚，南通森林野生动物
园邀请宿迁朋友共赴一场
夏夜狂欢，夜公园的浪漫与
奇趣令宿迁客人大呼“不虚
此行”！

（6月29日本报3版）

在全民健身与大众旅
游双轮驱动的当下，体育赛
事与文旅产业的深度融合
正成为城市提振消费、激活
文旅、重塑形象的重要抓
手。以“苏超”联赛为契机，
南通立足赛事主场，串联
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
场景，用一场场足球盛宴点
燃城市文旅热情。

以“赛”带“游”，重在统

筹。赛事只是点，文旅是
面。要打好“以赛促游”的
组合拳，不能止步于“热闹
一时”，更需推进资源整合、
政策协同、服务优化，构建
长期有效的运行机制。赛
事前，需谋划文旅供给结
构；赛事中，要提供高效、便
捷、贴心的文旅服务；赛事
后，应强化数据跟踪与产业
复盘。以系统性思维，把一
次次赛事变为持续的流量
入口、增长引擎。

融合要走深走实，内容
需不断焕新。与传统旅游
不同，赛事观众具有高聚
集、强互动、重参与的特征，
倒逼文旅产品从“看风景”
向“玩文化”转型。“文旅+
体育”不应仅停留在看赛
事、住酒店、吃美食层面，更
要开发多元化、沉浸式、年
轻化的消费场景。如建设

主题文旅路线、发展球迷经
济产品、打造互动体验空
间，构筑人与赛事、人与
城市之间更深层次的情感
联结。

可以预见，随着“苏超”
的持续升温，城市之间的

“文旅竞赛”也将不断升级，
如何通过体育赛事激发文
旅新活力，考验着各地的智
慧与定力。与其“等客上
门”，不如主动“以赛引客”；
与其“千篇一律”，不如“别
开生面”。只有不断升级内
容、优化服务、强化管理，才
能让一场场赛事成为撬动
文旅消费的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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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机器人来了

陪老人聊天、下棋，推拿、
艾灸，辅助康复……“养老机器
人”等智慧养老产品陆续走进
养老院和老年人的生活，提高
了养老服务的品质和老年人的
幸福指数。对此，你怎么看？

答好高温下的民生考卷
□梁诗韵

又是晴热的一天。市
气象台6月29日下午继续
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
计未来3天南通大部分地
区最高气温将达 35℃以
上。不过，这样“热辣滚烫”
的天气远不止3天，受副热
带高压控制，本周可以说是
高温天天见。

（6月30日本报7版）

在高温天气下，像建筑
工人、交警、环卫工人、快递
员、电力维修人员、市政工
程施工人员等户外工作者
正以自己的艰辛付出，保证
着城市公共服务有序、重点
建设快速推进、交通秩序顺

畅、市容环境整洁，也才有
了我们夏日的“清凉”。

答好高温“烤”卷，应做
实做细高温天气下的劳动
保护工作。每一个行业、
企业、单位都可以根据自
身实际，用更科学的露天
工作时间、更安全的工作
环境、更贴心的防暑物资，
为高温下的“坚守者”送去
实实在在的关爱。而对于
政府职能部门来说，应该
加大监管力度，将关爱送
达高温一线，推动高温津
贴的发放。作为普通市民
的我们，也要从身边的点
滴小事做起。比如遵章守
法，不给城市秩序添乱，是

给工作在一线的劳动者最
好的“慰问”。

面对“暑气冲天”的户
外环境，有关部门应及时制
定“夏日作业指南”，手中有
策，才能高效应对。面对
高温挑战，无论是关乎“菜
篮子”“米袋子”的农业生
产，还是生产一线的工厂
车间，都要守好安全底线，
备好应急预案。将问题预
判在先、精准应对，把“凉”
策融入城市运行的细节，
才能有时时在线的全面保
障，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
高温天气对基础民生造成
的影响，让市民安全、舒心
地度过炎炎夏日。

“换位式”调研不妨再多一些
□张裕新

近日，如皋市级机关工
委联合市城管局组织开展

“换位跑一次·我与群众面
对面”活动，城管工作人员
通过沉浸式体验与面对面
议事，架起管理者与服务对
象之间的沟通桥梁。

（6月30日本报7版）

平时工作中，人们多习
惯在会议室里、办公桌上的
调研，或是走马观花式的调
研，但这样往往难以捕捉到
真实痛点。基层群众的真
实需求往往隐藏在琐碎的
现实生活中，唯有亲身体
会，才能咂摸出滋味。“换位
跑一次”的“沉浸式”调研就
要突出一个“真”字。干部

只有真正放下架子、扑下身
子，主动走入群众的生活，
才能成为群众的“知心人”，
做好服务的分内事，出台的
政策或者所办的实事才会
契合群众的需求。

提升社会治理的温度
与精度，仅靠零星的个案
显然不够，需要更多的党
员干部拿出态度和行动，
共同投身基层治理这个大
课题，愿这样的“沉浸式体
验”不妨再多些，范围再大
些。比如，除了体验新就
业群体岗位，公职人员还
可以到政务大厅，亲自跑
一遍办事流程，查找营商
环境的短板；或蒙上眼睛
走一段盲道，测评视障群

体在城市生活的便捷度；
或与科技工作者一同走申
报流程，寻找聚才引智工
作中的不足……

走进农家小院、社区议
事厅、医院走廊、公交车上、
校园操场，站在群众的角度
去触碰基层“脉搏”、亲身
感 受 过 政 策 落 地 中 的 梗
阻、服务流程的卡顿、群众
体验的落差，从“旁观者”
变成“参与者”，进而通过
建立“问题清单、责任清
单、落实清单”，形成“体
验—反馈—修正”的政策
闭环，确保每项政策都真
正惠及老百姓，每件实事
都能真正办到老百姓的心
坎上。

公益暑托

暑期临近，为解决双职工
家庭、特殊群体子女假期“看护
难”问题，南通团市委、市希望
办联合组织了2025年“公益暑
托服务”项目，全市161个服务
点将于近日全面开放，为青少
年提供免费暑期关爱服务。

（6月27日本报4版）

彰显了城市温情
□新平

公益暑托服务的价值不
仅在于“解燃眉之急”，更在于

“兜住基本民生”。不但为家
长提供看护支持，更为孩子构
筑起一个安全、丰富、可成长
的空间。

课程内容的设置从课业
辅导到素质拓展，从心理疏导
到安全教育，充分体现出托育
服务向育人功能的提升。以
儿童发展为中心的课程设计，
标志着“公益暑托”内涵的深
化：孩子的假期，不只是时间
的填充，更重要的是生活的延
展、能力的锻炼、人格的塑造，
真正使孩子们度过一个有意
义的假期。

要让公益暑托服务不负
所托，公益暑托这一制度安排
还需进一步强化专业师资支
持、提升课程多样性、拓宽财
政投入渠道，构建起“政府引
导、社会协同、家庭支持”三位
一体的育人共同体。同时，也
要注重评估与反馈机制，建立
服务质量追踪体系，确保资源
真正惠及有需要的群体，让公
益暑托真正不负所托。

托起满满的幸福
□余清明

公益暑托班让孩子们不仅
有了固定、安全的去处，还可以
学到科学知识、享受手工乐趣。
也就是说，公益暑托班既有“托”
和“管”，还有“乐”和“学”，自然
令孩子开心、家长安心。

“孩子假期无人照看”不
只是职工的“私事”，也是政府
和 企 业 应 予 关 注 的“ 分 内
事”。孩子没有安全的去处，
职工就难以安心工作。政府
和企业关爱职工子女，甚至比
关 爱 职 工 本 人 更 令 他 们 感
动。这份感动可以增强企业
的凝聚力，同时也可以化作一
股强大的动力，让职工更积
极、更认真地投入工作。

笔者提一条建议，希望公
益暑托班尝试从寒暑假延伸
到平常的周末，解决新业态劳
动者子女周末看护的“空窗
期”问题。

愿公益暑托班越来越多、
越办越好，“托”起更多孩子多
彩的假期，托起更多职工满满
的幸福。

提升用户的辨别力，才能
更好清除短视频“伪内容”的滋
生土壤。随着用户消费力的增
长，与之相匹配的判断力显得
愈发重要。为此，要在培育积
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
的基础上，引导用户对摆拍、造
假内容提高警惕。比如，在各
平台公益推广相关案例警示视
频，针对老年人开展“网络防
伪”教育，提升用户对每一次点
赞、评论与转发的社会责任
感。在线上线下凝聚共识，共
同维护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

——经济日报：《清除短视
频“伪内容”滋生土壤》

高校招生宣传的真正价值
所在不是制造多少话题热搜，
而是在于能否让青年在人生关
键处清晰看见大学的精神坐标
与学术灯塔。当创意成为载体
而非目的，当真实超越浮夸，大
学才能找到与青年对话的最佳
姿态。正如 1931 年梅贻琦就
职国立清华大学校长演讲时所
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
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在这
个注意力稀缺的时代，高校真
正的“招生简章”永远写在学术
的深度、思想的高度和人文的
温度里。

——红网：《高校“花式招
生”需要创意，更需要诚意》

@徐其文 在当下这个老
龄化社会，研制和推出养老机
器人，陪老人聊天、玩乐、辅助
康复等，有利于缓解家庭与社
会的压力，有利于提高养老服
务的质量，是必须点赞的好事。

@海淀美 现在养老机器
人的服务尚处于初级阶段，人
性化远远不够。作为家庭子女
和社会管理机构，不能当甩手
掌柜，还需要不断给予人文关
怀与针对性服务。

@圆明园 相信随着养老
机器人越来越智能化，带给广
大老年人的幸福指数会越来
越高。

本期话题下期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