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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

随着我国传统人口红利逐步消减，劳
动力相对丰富的状态正在发生转变，当此
之时，还陷入“年龄窠臼”，任由“35 岁就
业门槛”横亘职场，不仅可能导致用人主
体人才断档，本质上也是一种巨大的人力
资源浪费。

———近年来，“35 岁门槛” 困扰着不
少职场人。 一些用人单位习惯收割“青春
红利”，将 35 岁左右的员工标签化，自觉
不自觉地卡起了年龄。 面对求职难、流动
难、晋升难，“中年危机”等负面情绪，也不
断加剧着职场短视化、功利化趋势，甚至
出现 30 岁前频繁跳槽、 高强度内卷，35
岁之后纷纷“躺平”等扭曲职场生态。北京
日报如此评论。

强化“第一学历”的招生招聘，除了刺
激学历内卷、导致学历高消费外，并不利
于人才培养。

———研究生招生和就业过程中，又出
现了唯学校“出身论”的现象，强调必须是
985、211、 双一流或者大学排名多少位，
甚至只认“第一学历”。破除“第一学历”歧
视，需要完善研究生招生复试，建立科学
的基于能力的学术评价体系。 同时，要明
确要求所有招生单位，不得宣传、炒作录
取了多少 985、211、 双一流高校学生，要
清理学科专业建设评价中所有相关的招
生政绩指标。 地方普通本科院校，则要扭
转以学历为导向的办学定位，重视学生完
整的本科教育。 如果只追求考研率，不仅
会助长研究生招生中的“第一学历”歧视，
也会让就业中的“第一学历”歧视越演越
烈。 新京报如此评论。 ①2

儿童绘本
岂能儿童不宜
近日，有家长向《法治日报》记者反

映： 自己给年幼的孩子买了几本儿童绘
本，发现里面的故事导向有问题———小猪
猪因为害怕自己睡觉打呼噜影响到小伙
伴，晚上拿出安眠药，把已经睡着的小伙
伴晃醒，说我打呼噜怕吵到你们，把安眠
药吃了以免受到影响。

“有毒”的儿童绘本何以野蛮生长？ 除
了有“地下作坊”，线上平台也在无形中提
供了庇护所———这些有问题的绘本大多
是从网店或在刷短视频时下单购买的。 许
多家长在看不到实物的情况下，很容易就
被所谓的“精美封面、国外经典”所迷惑，
结果买回来才发觉其粗制滥造甚至有毒
有害。

监管与审核不能“后知后觉”。 这些问
题绘本是如何生产制作、 流入市场的，监
管部门要加强源头的审查力度，守好准入
底线，严格把关内容审查。 特别是针对电
商平台的监管盲区， 要精准打击治理、压
实平台责任。 当然，家长作为孩子阅读的
引路人，也要擦亮双眼，莫因一时偷懒而
后悔莫及。 ①2 （陈文杰）

“艺术夜校”大热之后，“艺
术自习室”又来了！ 媒体报道，3
月 10 日起，浙江省文化馆利用
场馆闲置时间， 在周末晚上推
出免费“艺术自习室”。 首批艺
术自习室包括 10 个钢琴自习
室和 2 个书法自习室。 预约通
道开放后， 短短数日就基本约
满。预约成功的市民中，主力是
二三十岁的年轻人。

一段时期以来， 艺术教育
普遍存在“两头热中间冷”的问
题———在很多地方， 少儿艺术
教育琳琅满目，“老年大学”、老
年文化活动中心门庭若市，唯独
处于中间地带的成年人艺术教
育几近空白。 实际上，艺术是生
活美学的重要载体，成年人的业
余生活，不应该只有打牌、喝酒、
宵夜、刷剧，他们也有加强艺术
教育、 丰富精神世界的现实需
求。 尤其是，现代人生活压力普
遍较大， 艺术对于滋润心灵、舒
缓压力、 排解烦闷具有积极作
用。 浙江等地创造条件，让成年
人也有接受艺术熏陶、交流艺术
感悟的去处，颇得人心。

“艺术自习室”本质上都是
对公共资源的有效利用。 近年
来，党和国家大力支持文化基
础设施建设，各地纷纷新建或

改扩建一大批文化馆、美术馆、
图书馆、博物馆等文化场馆。 这
些场馆节假日不缺人气， 但其
他时间却可能因访客量减少造
成资源浪费。 开放“艺术夜校”
“艺术自习室”等新举措，既让
上班族可以利用闲暇时间，参
与舞蹈、 音乐、 书法等兴趣活
动，享受艺术生活，又能让文化
场馆得到更充分利用， 发挥更
大社会效能，可谓一举两得，值
得其他地方借鉴。

为“艺术自习室”叫好的同
时，也要看到：“艺术夜校”也好、
“艺术自习室”也好，都还是新事
物，还需要一个逐步探索、形成
机制、避免走偏的过程。比如，在
课程设置上，作为公共文化产品
的“艺术自习室”应该尽最大可
能满足更多人的需求，保证公平
使用； 在场地和师资投入上，需
要及时配套资源，避免沦为“一
阵风”；在管理上，需要建立清晰
的制度，敦促市民遵守公共场所
管理规定，避免“乱哄哄”；在经
验推广上，应支持有条件的地方
先行先试，继而逐步拓展到其他
地区，渐次缩小地域差距
造成的公共文化资源供
给差距。

艺术源于生活，蕴含

着对生活美学的体悟，其本身也
是生活的一部分。 经济社会发展
到一定阶段，人的文化素质越来
越高，对艺术的兴趣和需求也会
越来越显著。 比如早前上海就把
“文化服务日”升级为“城市美育
日”， 为全年龄段市民定制美育
课程， 对市民进行美学教育，颇
受欢迎。 因地制宜地向社会提供
适合成年人的公共文化活动场
所、产品，因势利导地对全年龄
段市民进行艺术教育、 美学教
育， 有助于提升人的审美能力，
提高人的艺术素养，继而拉高城
市的文明水准。

城市由人组成， 一堂堂艺
术课程， 一间间“艺术自习
室”， 一处处“成年人的少年
宫”， 提供的是琐碎生活之外
的“艺术与远方”，是对公民进
行的美学教育。 创造条件，让
更多人懂得欣赏美、 参与美、
创造美，城市的美就会更加丰
富、更具格调。 从这个意义上说，
“成年人的少年宫” 不妨再多一
些，形成气候、形成风景。 ①2

为“艺术自习室”叫好
□李思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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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订量暴增 18 倍， 相关
视频播放量达 8 亿次！ 近日，
天水这座甘肃小城突然刷爆
热搜，起因竟是一碗麻辣烫。

浸满辣椒酱料的麻辣烫，
不管是镜头里还是上了桌都分
外馋人；扎实的食材和实惠的价
格，给予食客极大的满足感。 有
人说，天水麻辣烫的流量密码在
于别处难以复刻的细节：甘谷辣
椒、麦积花椒、武山粉条和极具
地域辨识度的土豆； 也有人说，
是天水麻辣烫的出圈带火了这
些“小弟”们———电商平台上，

“天水麻辣烫配料”已然霸榜；线
下活动中， 本地和周边地域的
商家们也已行动起来。

麻辣烫能出圈，与其受众导
向不无关系。 老少咸宜，香而不
辣， 尤其受到年轻游客的喜爱，
自然能在社交媒体上迅速传播；
一人可食，多人热闹，既撑得起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也值得
呼朋引伴作为深度游的起点；真
材实料，现做现卖，深巷老街的

师傅做的传统正宗， 创意新店的
风味也不遑多让。 更有一点与之
前出圈的淄博烧烤、 哈尔滨小吃
格外相似， 麻辣烫的制作过程天
然带有互动性———忙得满头大汗
却仍热情吆喝的摊主， 围坐一旁
的食客和翘首盼望的人流， 一声
“师傅”，一句“小伙子、大妹子”，
淳朴的笑容驱散了早春的寒凉。

麻辣烫更象征着一种包容
的艺术，一种各自出彩带动共同
繁荣的智慧。 一碗麻辣烫，容纳
得了海鲜、牛肉等“高级食材”，
也有土豆、宽粉、素鸡等家常美
味的一席之地。有人爱吃海带酸
笋有人不喜，有人要配米饭有人
钟情粉面，精心挑选搭配贴心服
务，总能赢得顾客的认可。 地方
文旅的发展又何尝不是一碗麻
辣烫？门槛要放低，服务要易达，
自然景观和人文气息交相呼应，
挖掘不同季节的文旅热点，倾听
游客需求并及时调整，才能做到
大门常开宾客满堂，将“流量”转
化为“留量”。

对于天水而言，“小
吃”也能推动“大发展”。
去年年底， 笔者曾造访
天水， 彼时正值旅游淡
季，麦积山上草木萧疏，

渭河两岸卵石裸露，伏羲庙里游
客寥寥， 暖锅店里生意平平，但
本地人的热情好客给笔者留下
了很深的印象。而此次天水借一
碗麻辣烫出圈，提供了行业发展
所需的话题度，打破了淡旺季对
文旅行业发展的限制，着实有些
出其不意。 一碗麻辣烫只是“前
菜”，展望未来，拥有数千年文明
史的丝路古镇天水，如何用好域
内丰富的文化底蕴和优质的旅
游资源，同样值得期待。

单靠一碗麻辣烫， 就能让
整个旅游市场“热辣滚烫”？ 显
然不止于此。 就在火爆出圈的
几天后，当地便迅速行动起来，
不仅召开专题推进会，学习“他
山之石”：规范市场秩序，做好
应急预案，加强环境整治，坚持
游客至上。 还推出不少新举措，
如开通麻辣烫公交专线， 连夜
刷漆铺路， 整合“麻辣烫一条
街”，政府机关大院变免费停车
场……都令慕名而来的游客感
到心底一暖。

一座城市的火爆不仅靠美食
美景， 也要依赖当地文化、 服务
“加分”。 这股“共同煮好麻辣烫”
的热闹劲令人心驰神往， 也为文
旅发展提供了一种思路。 ①2

共同煮好文旅这碗“麻辣烫”
□默达

南都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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