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域旅游”时代需要全域治理
随着我国进入“全域旅游”时代，老百姓已不再局限于景点旅游，而是

更倾向于自助游、休闲游。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景区管理也要从景点景区围
墙内的治安管理、社会管理向全域旅游依法治理转变。

□本报评论员 韩金惠

国家旅游局局长李金早3月12日在人
民大会堂“两会部长通道”回答记者提问时
说，中国旅游正从“景点旅游”转变到“全域
旅游”，要建立适应“全域旅游”特点的旅游
治理机制，成立旅游发展委员会、旅游警察、
旅游巡回法庭以及工商旅游分局等。（3月
13日新华社）
在此之前，很多人对于旅游警察的印象

还是在三亚，2015年10月5日，中国首支旅

游警察——— 三亚市公安局旅游警察支队被
正式批准挂牌成立。其实截至目前，全国已
有21个省份成立了旅游发展委员会，13个省
份成立了旅游警察。而按照国家旅游局局长
李金早的说法，今后，旅游警察将会在全国
推广开来。
但是公众最关心的是，从当初的三亚到

最近的云南，旅游乱象屡禁不止的情况下，
旅游警察的作用究竟有多大？相比于旅游、
工商、物价、公安等多部门“九龙治水”，成立
旅游警察最大的好处在于能实现各项职能
的集中，让游客投诉更直接更高效。以三亚
为例，成立旅游警察队伍后，对旅游市场的
监管变被动为主动，建立起了快速高效的
“多部门联勤联动，联合执法”工作机制，根
据游客的投诉举报、舆情监测、明察暗访等
线索，做到快速反应，及时解决游客的问题。
当然，旅游警察并非孤军奋战，李金早

所说的旅游治理机制就是一种“1+3”模式：
“1”就是旅游委员会，“3”是设立旅游警察，
设立旅游巡回法庭，设立工商旅游分局。这

是基于当前旅游市场的特点，总结现有经验
的结果。毕竟旅游警察不能包治百病，旅游
业的治理，还是要靠旅游、工商、物价等多部
门形成合力。
希望旅游警察能够尽快从一些地方的

“自选动作”，成为在全国推进综合执法的
“规定动作”，也希望适应时代发展的全新旅
游治理机制能够早日建立。时代在发展，市
场在变化，一些旧的治理机制已经不再适应
新的格局要求。
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国内的旅游市场与

过去相比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尤其是今年
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全域旅游”的概
念，预示着老百姓已经不再局限于景点旅
游，而是更多地倾向于自助游、休闲游。旅游
景点躺着数钱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在这
样的大环境下，景区管理也势必要从景点景
区围墙内的治安管理、社会管理向全域旅游
依法治理转变。简单一点来说就是，过去只
要把景点的治安搞好就行，现在景点以外的
涉及游客的方方面面也要搞好。

基层医疗如何才能留住人才

“小鲜肉”和企业家收入并无可比性
■观察家

□武洁

“如今，医疗人力资源分布不均，民众倾
向选择县级以上医院就医，形成所谓‘上热、
中温、下凉’现象。”全国人大代表、温州医科
大学原校长瞿佳直指当下扎堆看病现象，坦
言医疗人才“下不去”的问题，已成制约分级
诊疗制推进的瓶颈之一。（3月12日中新网）
医疗服务的众多要素中，最关键的当然

是人。一方面基层医疗离不开人才，另一方
面，基层医疗却又留不住人才，如此悖论之
下，基层医疗求解自然困难重重。
不难想象，假如基层医疗留不住人，基

层人口与医生的比例不合理，基层医疗也很
难给民众提供体贴入微的服务。而除了基层
医疗人才的数量，其质量也同样关键。假如

基层医疗人才不具备全科医生的素质，也就
不能胜任社区医疗服务的职能，自然难以获
得民众认同。从这个角度来看，真正合格的
基层医生，其实要求并不低，相比专家，全科
型的基层医生同样是稀缺人才。要培养一个
“全科医生”，往往要花费比普通专科医生更
长的时间。但尴尬的是，一旦成为全科人才，
基层就难以留住医生。
所以，基层“全科医生”存在缺口是表

象，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基层医疗的边缘化，
以及家庭医疗服务的基本缺失。假如花大力
气培养出来的“全科医生”，只能在不受重视
的基层待着，不仅地位不高，收入也很可怜，
那么去报考“全科医生”的自然也不会多。
真正要强化基层医疗服务体系，更需在

全科医生的培养与医疗服务重心下沉上加
大力度。只有真正给基层医疗足够的重视与
投入，让公众体会到“全科医生”的价值与好
处，让“全科医生”也有职业成就感和体面的
收入，使其进入良性循环，“全科医生”这个
“健康守门人”才能真正到位，基层医疗服务
也才不会再受人才短缺掣肘。

□江德斌

针对目前电视节目中真人秀泛滥，一
位不愿具名的全国政协委员表达不满：一
帮演员在节目中打打闹闹，挣的钱却超过
他的一个几百人的中型企业。全国政协委
员陈维亚表示，部分年轻演员收入虚高是
一个现实存在，出现这种情况必定是有原
因的，从市场意义上讲叫需求决定市场，说
明它有这个土壤，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客
观现实。（3月13日中国青年网）
现在市场竞争激烈，做企业不容易，这

一点很多人都明白。很多“小鲜肉”片酬惊
人，这也是事实。很多节目质量不高，可以
提意见乃至批评，片酬畸高的问题也值得
重视。但是就收入而言，本着理性的态度来
看，“小鲜肉”的收入和企业家并非一个行
业，其实不具有可比性。演员所处的行业属
于第三产业，乃是为消费者生产、提供娱乐

节目。这与企业生产、销售商品，满足消费
者的物质需求并不矛盾。
眼下，演艺圈流行“小鲜肉”、观众喜欢看

娱乐节目，这是一种现实。娱乐业就是不断变
换新花样，观众的口味也在不断变化，一股潮
流捧红一批人，今天的老演员以前也是当红
“小鲜肉”，大家都是这样过来的。对于很多演
员来讲，这个职业是高风险的青春饭，绝大多
数明星都是流星，红几年就过气了，需要抓紧
时间赚钱。也因此，我们看到演艺圈弥漫着商
业炒作的浮躁气息，各方都在向钱看，收视
率、票房成为唯一标准。
这样的状态能否持续下去呢？目前看资

本还在继续密集涌入，娱乐业的成熟度也不
够，加上受到互联网的冲击，商业模式亦处于
颠覆变革阶段，各种乱象还会延续一段时间。
当尘埃落定之后，观众也厌倦了，就会出现新
的变化，“小鲜肉”模式或许不再吃香，转而被
新的模式代替，老树发新芽也未可知。

巷 议

“地雷菜”这种噱头
还是越少越好

顾客点燃“地雷”上方的引线，引
线燃尽后，“地雷”突然裂开，露出了底
下的菜品，这原来是餐馆搞的一种噱
头。可是因为意外，“地雷”下的热汤飞
溅了出来，将顾客的脸部烫伤，这道菜
算是真的“炸”了（3月13日《重庆晨
报》）。
如今一些商家，真是够玩邪的。比

如，“地雷”的说法让人惊掉下巴，其实
却只是一个比较简单的装置。网店也
有这样地雷模具出售。
当然，商家给自己的菜起什么名

字，是人家自己的事情。但笔者认为，
“雷人”菜名还是少一些为好，否则看
似一时赚了眼球，却很容易弄巧成拙，
沦为笑柄。毕竟，大多数时候，令人赏
心悦目的菜名，才会更受欢迎，而下功
夫提高菜品质量，才是制胜的根本。

阎淑萍

给古树配上二维码
值得借鉴推广

3月12日是植树节，南京推出“一
树一故事”活动，给古树名木配备二维
码，开发手机端的APP软件，展示南京
古树名木的等级、树种、树龄、故事传
说等详实资料，首批有100多株古树
名木入选。（3月13日《金陵晚报》）
古树名木，是一座城市宝贵的资

源，有的古树名木能成为一条街道一
个小区，甚至是一座城市的名片。古树
名木的保护措施也需要与时俱进，借
助二维码和互联网，给这些古树名木
标配上独一无二的“网络身份证”，可
以说是积极的尝试。其实，不只在南
京，在西安、广州、杭州等城市，也采取
了类似方法。
不过，不得不防的是，应当心某些

人调换古树名木上的二维码，万一从
中植入木马病毒之类，则可能给市民
带来威胁，还需加强管理。 杨玉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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