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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两 次 考 察 云 南 ，对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高 度 重

视 ，深 刻 指 出“ 云 南 生 态 地 位 重 要 ，有 自

己 的 优 势 ，关 键 是 要 履 行 好 保 护 的 职

责”，希望云南努力成为“生态文明建设排

头兵”。

苍山翠绿、洱海如镜、鲜花绮丽、茶香

袅袅……近年来，云南接待游客数量屡创

新高。依托秀美环境，云南如何扬生态优

势、写发展新篇？

朱婧：自然孕育的良好生态造就了云

南的高颜值。西双版纳雨林繁盛，中甸草

原广袤无垠，玉龙雪山雄奇多姿……山脉

逶迤、江河奔腾、物种多样，生态美是云南

独具魅力的底色。

“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

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云南牢记嘱

托，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聚焦生态、生产、生活，大力推进绿美云南

建设。从制定生态环境保护条例，夯实法

治基础，到持续降碳减排，推动产业发展全

面绿色转型；从强化九大高原湖泊保护治

理，推动水质向优向好，到打好“10 个标志

性战役”，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环境问

题……惜绿如金、向新而行，今天的云岭大

地，蓝天白云、绿水青山成为标配，鸟鸣枝

头、鱼翔浅底成为标识，“有一种叫云南的

生活”的美丽画卷不断铺展。

常晋：“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归根到

底是老百姓的美好生活。将绿水青山打造

为“幸福靠山”，才能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当优美的风景扮靓城

市的环境、良好的生态成为生活的常态，居

住的家园才能让人们更好诗意栖居、乐享

生活。

朱婧：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

福祉。云南在推进绿色发展过程中，坚持

生态惠民、生态为民。

以滇池治理为例，昔日，滇池污染严

重，腥臭气扑鼻，当地人都绕着走。现在，

滇池实现“全域联治”，昆明根据流域承载

力优化城市布局，还湖于民，滇池绿道成为

市民散步、骑行好去处。滇池蝶变，是生态

向绿、生活向好的生动注脚。在云南，无论

是穿街过巷，还是漫步湖畔，人们都能切身

感受到居住环境在不断变美，“观云、看湖、

听风、赏花”已成生活日常。

常晋：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

出，“加快完善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的体制机制”“促进绿色低碳循环发展

经济体系建设”。推动环境优势转为发展

优势，让生态效益变成经济效益，云南有怎

样的探索？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启示？

朱婧：向转型要空间，让好生态化为好

生计、带来好生活，云南做好改革的“加减

乘除”。

立足资源做“加法”，加出绿色能源与

先进制造业的融合发展，绿色铝和硅光伏

产业产值均超千亿元，新能源电池产业增

势强劲；节能降碳做“减法”，减掉落后产

能、改造提升存量产能，为高质量发展打开

空间；价值转化做“乘法”，乘着“碳汇云南”

东风，建设覆盖全省的林草碳汇数据信息

平 台 ，促 进 增 绿 又 增 收 ；优 化 服 务 做“ 除

法”，除去繁冗流程、提升通关效率，畅通农

产品出海通道，“云花”“云菜”“云咖”等广

销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

实践证明，不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

革，擦亮生态底色、突出产业特色、提升发

展成色，就能从绿水青山间捧出“金饭碗”，

确保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齐头

并进。

常晋：以绿兴城，以文润城。生态文明

建设持续推进，不仅塑造着山川湖泊的醉

人景致，激发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勃勃生机，

更涵养出一座城市独特的气质与性格。置

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家园中，更能

感受到“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的双

向奔赴。

朱婧：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早上来一

杯果酸浓郁的“云咖”，中午品一锅香气扑

鼻的菌子，下午去街角巷尾打卡粉色冬樱，

晚上在大坝欣赏越冬的红嘴鸥……这样的

生活，底色正是人与生态相亲、城与自然

相融。

共享的背后是共护。在云南，生态文

明理念日益深入人心，每个人都是生态环

境的保护者、建设者、受益者。20 余万护

林员穿梭于崇山峻岭间，守护莽莽林海；数

万名河长奔走在河湖一线，保护一泓碧水；

无数环保志愿者忙碌在大街小巷，传递文

明风尚……汇集广泛的社会参与，加速构

建多元共治共享的治理体系，凝聚起生态

文明建设的强大合力，定能让绿水青山间

的云南生活更美、更“板扎”！

从绿水青山间捧出“金饭碗”
津城的夜晚，华灯璀璨。有人在欣赏

迷人景色，有人在享受“文化夜宵”。

戏剧表演、汉服制作、钢笔淡彩、八段

锦、咖啡品鉴、新媒体攻略、茶艺入门……

从 10 月下旬开始，依托文化中心馆区、梦

娃绘本馆区、海河教育园馆区，天津图书馆

推出夜间文化新品牌“天图夜读”。“读”不

限于读书，内容和形式都很新颖，吸引不少

市民参与。走进活动现场，只见老师用心

讲授、学员认真聆听，互动气氛轻松愉快。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文化产业

高质量发展，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

场体系”“培育新型文化业态和文化消费模

式，以高质量文化供给增强人们的文化获

得感、幸福感”。高质量文化供给从何而

来？不少地方都在积极探索。

就夜校活动而言，除了天津的“天图夜

读”，还有近期开班的上海“豫 Young”青年

夜校，去年以来兴起的武汉青年夜校……

夜校并非新生事物，但如今的夜校活动，在

内容和形式上不断创新，让参与者既感到

轻松自在，又能充实自我，享受文化滋养。

可以说，与时俱进的夜校活动，满足了群众

尤其是青年人的精神文化需求，是实实在

在的以文惠民之举。

瞄准需求，增强贴近性、针对性，才能

办出实效、提高吸引力。有网友留言：“白

天上班，晚上学艺。”这里的“学艺”意蕴丰

富，包括技术、艺术等多方面内容，成为时

下不少人的日常。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许

多人有学艺、交友、减压的需求，特别是青

年人，精力旺盛、需求多样，非常渴望高质

量的文化供给。夜校活动针对个性化需

求，开办各类特色课程，请来专业教师指导，主讲内容涵盖艺术教育、职

场技能提升、生活品鉴等多个领域，弘扬真善美、充满正能量，自然受到

参与者欢迎。

群众有需求，谁来提供服务？从各地实践来看，有公共图书馆、群

众艺术馆等文化公益事业单位面向群众开办的市民夜校，有共青团组

织面向青年开办的夜校，也有工会组织面向企业员工开办的夜校。夜

校活动举办主体不同，但有两点是相同的：一是主动作为，积极探索；二

是整合资源、共建共享。事实证明，要想做好这件事，必须既用巧思又

出力气，善于周到谋划、整合资源，担当作为、务求实效。

夜校活动办起来了，人们期待它可持续。一方面，“内容为王”，要

有高质量的内容。这就要求活动具有一定的文化品位，能激发人们“我

要学”的兴趣。另一方面，服务保障要跟上。从学费定价到场地选择，

从交通组织到活动秩序，只有精心策划、周密安排，才能让人乘兴而来、

满意而归。从长远计，夜校活动办得有声有色，才能引发更多关注，进

而催生更多元的课程、更精彩的课堂，吸引更广泛群众参与，形成良性

循环。

如今，夜校活动日益成为一种新型

文化业态和文化消费模式。汇聚众智、

集聚众力，社会各界共同呵护扶持，推动

其持续健康发展，必将有利于扩大就业、

促进夜间消费、激发城市活力，进一步提

升群众的获得感。

（作者为本报天津分社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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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退休后的时间比较充足，他们也

喜欢旅游，想给他们报个大理的旅行团。”

浙江温州的徐先生考虑为父母报旅行团，

出游的行程是否合理、交通住宿的细节等

是他关心的重点。

饱览大好河山、领略风土人情、品尝各

地美食……旅游是老年人重要的休闲娱

乐方式，跟团是老年人出游的常见形式。

然而，出于健康、安全等方面的考虑，一些

旅行社对老年人参团设置了重重限制。比

如，有的旅行团拒接 60 岁以上老人，有的

旅行团要求老人签免责协议、有年轻家属

陪同等。

如今，健康状况良好的老年人群体在

不断壮大。统计显示，我国 60—69 岁的低

龄老年人口占 60 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超过

50%。他们有时间、精力，有一定的经济基

础和提高生活品质的愿望，是推动消费升

级的重要力量。

发展银发旅游，对于释放消费潜力具

有积极作用。例如，老年人时间弹性较大，

可平衡旅游行业淡旺季。据中国旅游研究

院测算，“十四五”末，我国出游率较高、旅

游消费较多的低龄健康老年人将逾 1 亿人，

老年旅游收入有望超万亿元。银发旅游不

再小众，正在成为旅游市场发展的新蓝海。

更好满足老年人的出游需求，释放银

发旅游的市场活力，需要不断优化旅游产

品和服务供给。当下，针对老年消费者的

高品质旅游产品相对不足。这背后既有观

念问题，也有现实困境。比如，有的景区适

老设施不完善、对体能要求较高，如何保障

顺畅游览？又如，老年人身体状况相对复

杂，一些人患有慢性病，遇到突发状况，如

何及时有效应对？旅游产业链条长，任何

一个环节存在堵点卡点，都可能影响出游

体验。

发展银发旅游，应当在保障健康安全

的前提下着力优化体验。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的《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

的意见》明确提出，“以健康状况取代年龄

约束，完善相关规定便利老年人出游”。旅

行社等相关机构应结合老年人的健康状况

和身心需求，统筹考虑景点选择、交通安

排、餐饮住宿等规划出行。长远来看，让老

年人顺畅、安心、舒心出游，还有赖于构建

全过程无障碍的旅游环境。有的景区在灯

杆、垃圾桶、厕所等安装一键报警装置；一

些场馆设置老年人绿色通道，帮助他们快

速购票、安检……从硬件到服务，全社会共

同发力，将适老化理念融入方方面面，才能

便利老年人去追寻“诗和远方”。

更应看到，老年群体的旅行需求日益

多元化、多层次化。有的人注重性价比、偏

好观光打卡，有的人注重品质、喜好慢节奏

休闲，越来越多老年人愿意为富有文化内

涵的旅游产品付费。这也为行业发展带来

新机遇。贵州铜仁万山区朱砂古镇配备近

千张床位，并与当地医院合作，为旅居老年

人健康游乐保驾护航。中国铁路西安局集

团有限公司把陕西汉唐历史文化、秦岭自

然资源和陕北红色文化与银发经济贯通起

来，开发“慢游”“定点游”等多个产品，打造

“铁路+文旅”消费新场景。顺应老年群体

不断增长且持续升级的旅行需求，丰富旅

游业态、提升服务品质，有助于培育新的旅

游增长点。

打开短视频平台，一些老年旅游博主

用镜头记录见闻、分享心得，成为积极老龄

观的践行者。与此同时，他们饱满、向上的

精神状态，感染了许多人。旅游业是民生

产业、幸福产业。老年旅游市场持续扩容

提质，必将更好助力老有所乐，为文旅市场

发展注入新活力。

将适老化理念融入银发旅游
何   娟

北京马拉松、杭州马拉松等比赛同日开

赛；中国北极·漠河冰雪半程马拉松燃情开

跑，林海雪原的风光吸引了 2000余名选手参

赛；云南玉溪抚仙湖半程马拉松鸣枪开赛，

赛道旁的舞龙舞狮、民族舞等表演热闹非凡

……今年以来，多地马拉松赛事竞相举办，

人们走出家门、强身健体、自信奔跑。

这正是：

赛事渐多样，

长跑成时尚。

日常勤锻炼，

身心更健康。

李维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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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仅退款”引发消费者讨论。这种不用退货、直接申请退款的

规则，初衷是好的，消费者在遭遇货不对板等情况时，可以更好地挽回

损失，也得到消费者普遍称赞。但由于适用情形和规则不完善，出现了

少数人恶意申请“仅退款”，直接“薅羊毛”。商家维权成本高，不少选择

息事宁人，由此也产生了一些买卖合同纠纷，扰乱了市场秩序。

要全力以赴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也要旗帜鲜明保障商家合法权

益。比如，借助大数据模型，识别异常的“仅退款”行为；收集买卖双方

反馈，为消费者和商家提供申诉通道……严格限定“仅退款”适用范围，

畅通商家维权渠道，有助于找到合理解决买卖纠纷的更优途径。

各方对“仅退款”的关注，反映出对良好消费环境的共同期待。商

家提供质优价美的商品、诚信经营，消费者合理运用各项规则、诚信消

费，平台提供及时、有效的服务保障，才能共同营造有活力、有秩序、更

和谐的消费生态，合力促进行业长远健康发展。

“仅退款”应不断完善
安徽省马鞍山市   燕   陆

今年“双 11”，不少电商平台提前 1 个月开始预售。但一些消费者

发现，平台减免规则愈加复杂。凑单、抢券、领红包……眼花缭乱的促

销，未必能给消费者带来更多实惠，反而影响消费体验。

“买买买”的热情，从来都是建立在更好的购物体验上。如今，

电商平台上的促销活动很多，消费者看待促销的态度日趋理性。促

销活动一旦偏离更好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主线，就难以获得消费者的

青睐。正因此，平台和商家必须从 消 费 者 的 体 验 出 发 ，对 花 样 繁 多

的套路说“不”。

真诚才能换来长久的陪伴。唯有以更高的标准把控商品质量，

并根据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推出差异化服务，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

争中脱颖而出。期待电商平台进一步简化规则、优化服务，让消费者

“顺顺心心消费、明明白白省钱”。

网络促销需多点真诚
北京市朝阳区   赵   亮

【人物】“守庙人”尹振兴

【故事】因一款游戏，藏于山西晋城玉

皇庙的二十八星宿彩塑重新进入大众视

野。晋城玉皇庙始建于北宋，庙内现遗存

历代彩塑 284 尊、壁画 120 平方米。饱经风

霜的文物流传千年不朽，背后是无数文物

保护工作者的倾情付出。尹振兴是晋城玉

皇庙彩塑壁画博物馆馆长，自从 2003 年来

到玉皇庙，面对一度薄弱的硬件设施，他牢

记“保护为主，抢救第一”，二十余载如一日

投身文保事业，让曾经破败简陋的古庙焕

发新的生机。

【点评】

凤眼高挑的“亢金龙”怒目而视、长发

披肩的“斗木獬”瞋视凝思、布帽宽袍的“胃

土雉”捻须慈笑……玉皇庙二十八星宿彩

塑神像垂眸注视着世人。二十余载光阴

里，尹振兴守护着它们免受岁月侵蚀，用真

情细细拂去一处处尘埃。

文物保护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修复和

维护，更需要带着温度，用真心实意去对待

每一件文物。尹振兴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

做的。过去，安防、消防等各类设施短缺，玉

皇庙的保护工作只能依靠人力巡逻等“笨办

法”。如今，有了科技赋能，文物保护条件发

生了质的改变。高清晰扫描、720 度全景摄

影、三维数据采集等新技术，为建筑的壁画

彩塑建立数字档案，助力文物永久保存、接

续利用，真正让玉皇庙芳华永驻。

文物古建见证着悠久灿烂的中华文

明。正是无数像尹振兴一样的文物保护工

作者，凭借一腔信念在时间中“逆行”，让文

明瑰宝得以更好传承。高悬太行山腰、海

拔 1700 米的金灯寺里，唯一的守护人冯开

平一干就是近 30 年；安徽宣城泾县，村民

吴金生义务巡查古建筑、协调推动修缮保

护，挽救了一大批古民居、祠堂……耐得住

寂寞、守得住清贫，日复一日巡视检查、一

砖一瓦清理修复，背后是他们对文物古建

深沉的爱与责任。

玉皇庙的今昔之变，折射着我国不可

移动文物保护工作的长足进步。据统计，

全国目前有不可移动文物 76 万多处。相

较于可移动文物，众多不可移动文物分布

地域广、类型多，产权情况、保存状况不一，

集中保护研究、活化利用的难度更高。过

去，由于条件所限，部分不可移动文物没能

得到完善的保护，有的甚至被闲置荒废。

近年来，从有序进行文物普查、针对性开展

保护修缮，到建立文物防灾减灾救灾体系、

探索预防性保护路径，我国不可移动文物

治理能力显著增强，不可移动文物获得了

更有力的保护。

平衡文物保护工作中存在的“冷热不

均”，重在建立长效保护机制。玉皇庙的蜕

变，离不开尹振兴等文物保护工作者的恪

尽职守，也得益于国家文物局、山西文物部

门等提供的坚实支持。从做勘察设计方案

到实施建筑保护工程，凝聚各方力量，才能

让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工作形成合力。因地

制宜制定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管理办法，建

立贯穿各层级的文物保护联动机制，文保

部门、公安机关、基层单位等拿出务实举

措，压实文物安全责任，才能确保文明瑰宝

都得到应有的呵护。

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

系民族精神，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

产。保护文物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期待

更多力量投身文物保护事业，让千年文脉

绵延赓续，让厚重历史绽放新彩。

在时间中“逆行”   在历史中传承
马睿姗

■暖闻热评R

云南玉溪抚仙湖半程马拉松，参赛选手从起点出发。

新华社记者   陈欣波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