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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计划不督、无程序不督、无问题不

督……湖南省近日制定出台《关于全面

推行无扰督查进一步提高抓落实质量和

效果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若干措

施》），开启“无扰督查”制度，以“清单”形

式为切实减轻基层负担再出硬招。可以

说，这是湖南省逐步构建整治形式主义、

切实为基层减负工作系列政策“防火墙”

的又一力招。

一段时间以来，湖南省接连出台政

策、完善机制，对随意性督查、痕迹化督

查、大阵仗督查、过场式督查、超权限督

查等不合理现象“喊不”，并全面推行“无

扰督查”制度。这一举措无疑是对基层

工作实际需求的精准回应，体现了对整

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坚定决心。

“无扰督查”制度的推出，是对过去

督查工作中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等问题的有力回应。此前，一些地方和

部门在督查工作中常常存在重形式、轻

内容，重过程、轻结果的问题，导致督查

工作不仅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反而给

基层增加了不必要的负担。比如，多头

重复督查让基层应接不暇，痕迹化督查

导致基层疲于应对各种资料材料的准

备，大阵仗督查则浪费了人力物力且影

响了基层正常工作秩序，过场式督查让

督查流于形式，而超权限督查更是对基

层自主权的侵犯，这些问题的存在让本

就不易的基层工作又增困难。

湖南省此次推行的“无扰督查”制

度，正是为了解决上述问题而设计的。

通过实行年度计划管理、赋码验证、精简

资料材料等措施，有效减少了督查的随

意性和盲目性，提高了督查的针对性和

实效性。同时，《若干措施》中明确提出

的“三不查”“三不许”“三不能”“三不准”

等要求，更是对督查行为进行了严格的

规范和约束，确保了督查工作能够在法

治化、规范化的轨道上运行。

值得一提的是，“无扰督查”制度的

推行并不是孤立的，而是湖南省深化整

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系列政策

“防火墙”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去年的

“十二个不得”到今年的“码”上减负线

索反映通道，再到此次的“无扰督查”，

湖南省在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方

面可谓步步为营、层层推进。这一系列

举措的实施，不仅为基层工作人员创造

了更加宽松、高效的工作环境，也为推

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

力保障。

当然，“无扰督查”制度的推行还需

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优化。比如，如

何确保督查工作的客观性和公正性，避

免“暗箱操作”和“人情督查”等问题的

发生；如何进一步提高督查工作的科学

性和精准性，更好地发现和解决问题；

如何加强督查结果的运用和转化，推动

形成改进工作、促进发展的强大合力等

……这些都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

思考。

大兴求真务实之风，才能让基层把

更多时间用在办实事上，才能让形式主

义无处遁形。用制度整治形式主义，湖

南省已经采取了行动。期待这一制度能

够在实践中得到有效执行并取得良好效

果，期待更多地方能有“无扰督查”的意

识并推出相关举措，真正为基层工作减

负助力、添翼。

期待更多期待更多““无扰督查无扰督查””切实为基层减负切实为基层减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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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当前，从南到北，祖国大地春光无限，盛

开怒放、千娇百媚的春花迎来最佳赏花

期。各地抢抓时令，以花为媒，开辟赏花

线路，举办相关主题活动，拓展赏花边界，

赏花活动被注入新内涵，催热“赏花经济”。

与此同时，一些地方的赏花活动大同

小异，花期一过即进入淡季，难以延续热

度。花开有期，那么，各地该如何做好长

远文章，让“赏花经济常开常艳”？

@经济日报：赏花节若仅停留在观

光、采摘等浅层次开发，加之交通、食宿

等配套尚未健全，很容易让游客感叹不

过尔尔。“赏花+”或为解题之道。各地可

进一步立足自然资源和生态优势，延长

“赏花经济”链条、拓展“赏花经济”空间，

用丰富业态满足日益多元的需求。

@齐鲁网：延长花季，功夫在花外。

“赏花经济”的核心竞争力在于独特的体

验价值，因此，强化和丰富游客的参与度

与互动体验是“延长花期”的关键。服务

要俯下身体、张开耳朵，及时收集游客的

反馈，进行有效调整；要敏感发掘本土的

新消费热点，打破“年年岁岁花相似”的

审美疲劳；可用高科技、智能化元素再造

“赛博花园”，提高游客在非花期时段的

到访意愿。

@崔传刚：将风景与历史、物产与人

文等融为一体，打造沉浸式旅行体验，创

造各种新消费场景，把愉悦精神和丰富

物质有机结合起来，是各地需要认真去

探索和实践的主题。“赏花经济”最怕千

篇一律，也最怕一哄而散。所以各地都

应因地制宜，突出个性，并做好长期品牌

建设和综合服务升级。

景区该如何走出景区该如何走出
““一次性消费一次性消费””困境困境
■唐山客

近段时间，山东省青岛市中山路

旅游景点的游客明显增多。富有当

地特色的美食饮品成为游客打卡消

费的首选，其中较为热门的便是崂山

矿泉博物馆推出的“崂山可乐热着

喝”。一瓶原本售价5元的崂山可乐，

经过商家再加工和景点的加持，价格

提高到25元，却仍然需要排队购买。

有游客表示，景区的东西不便宜能理

解，尝过味道就好，没必要二次消费。

当前，很多游客针对某一景区或

景区的某项产品、服务都抱有“一次

性消费”心态，认为“没必要二次消

费”。景区“一次性消费”现象正成为

制约旅游消费增长、影响旅游业高质

量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游客二次消费的意愿普遍不强、

动力普遍不足，既有游客方面的主观

原因，也有景区运营者以及商家的客

观原因。一些游客满足于打卡式旅

游体验，认为到过一个景区、体验过

某项旅游产品或服务就达成了旅游

目标，重复打卡的意义不大。一些景

区运营者和商家则有做“一锤子买

卖”的短视思维，要么对游客的需求

变化不敏感，缺乏创新意识，产品和

服务比较“老套”；要么盲目创新，跟

风模仿，浅尝辄止，只求表象，不重内

在，相关旅游产品或服务的竞争力、

吸引力有限，大多只是昙花一现；要

么相关旅游产品或服务名不副实、价

格偏高；要么存有虚假宣传、假冒伪

劣、缺斤少两、价格欺诈、强制消费等

问题，侵犯了游客的合法权益，给游

客添了堵，让游客伤了心……景区运

营者和商家的“一锤子买卖”思维拉

低了游客的旅游消费体验，也减弱了

游客的黏性，致使很多游客不愿意

“回头”，甚至让一些游客对“一次性

消费”都产生了悔意。

在旅游经营服务关系中，景区运

营者和商家占据主导地位。要想增强

游客的“二次消费”意愿，景区运营者

和商家首先得从自身找原因，摒弃做

“一锤子买卖”的思维，守住法律底线

和诚信底线，规范经营行为，积极关

注、研究、顺应、满足游客日益增长的

旅游消费需求，不断提升旅游产品和

服务的品质，呵护好游客的权益，让游

客常来常好、常来常新、常来常乐。

景区运营者和商家不能有“一次

性消费”的侥幸、功利、自私心理，而

是应该找准自身利益与游客权益的

最大公约数，下真功夫优化旅游产品

和服务，把该做的做到位，把不该做

的禁到位，为游客创造诚信、透明、公

平、有序、放心的消费环境。如此，才

能赢得游客的好评，才能让游客对景

区、对相关产品和服务念念不忘，进

而产生二次消费、多次消费，甚至还

会通过口口相传为景区带来更多的

人气和流量。

只有实现如此良性循环，才能让

游客受益的同时，让景区和商家同样

赢得好口碑，找到更多的增长点，走

出“一次性消费”的困境，让旅游市场

的消费活力得到充分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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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花经济赏花经济””如何如何““常开常艳常开常艳””

扣费“陷阱”

据媒体报道，一些手机

APP推出“7天免费试用”“1

元享7天”等服务，却暗藏续

费的陷阱。有的点击免费试

用后即默认包月包年套餐；

有的低价试用并宣称低价续

费，结果续的是高价套餐；有

的免费试用期界定模糊不

清，隔段时间第二次点击即

默认支付一年会员费。免费

试用的“馅饼”，何以成为扣

费“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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