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穿行于大街小巷的快递小哥、外
卖骑手，为百姓生活提供了诸多便
利，与此同时，不少地方也在努力为
他们提供更多关爱，“小哥医院”“小
哥学院”“小哥公寓”“小哥餐厅”等纷
纷出现———据 1月 5 日工人日报客户
端报道，去年，山东昌邑市委组织部
牵头、市总工会等多部门共同推出

“小哥医院”服务品牌，一年来已接诊
1200 余人次；浙江杭州余杭区五常街
道总工会构建“工会 + 社区 + 小哥”
三方协调机制，开设“小哥学院”，帮
助快递员、外卖送餐员等提升学历；
上海普陀区总工会为小哥群体提供

“小哥公寓”，满足其安居需求；安徽
合肥某社区在惠民食堂推出“小哥餐
厅”，让小哥 10 元钱吃到饱。

近年来，各地多部门努力为新就
业形态劳动者提供更周到服务。各级
工会围绕“冷可取暖、热可纳凉、渴可
喝水、累可歇脚”等目标，为新就业形
态劳动者建起了诸多类型的爱心驿
站，不断拓展服务外延、细化服务内
容。

近距离感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的冷暖，才能让服务更精准适配，更
直抵人心。

以“小哥医院”为例，外卖骑手、
快递小哥以及网约车司机等在工作
中难免会遇到摔伤、冻伤、中暑、车祸

等，“小哥医院”为这些劳动者就近、
及时、方便就医，提供了很大帮助。针
对小哥们长时间户外工作的现实，河
北廊坊市总工会为多个快递企业的
一线小哥组织免费体检，针对健康问
题提供合理化建议。摸准环卫工、网
约车司机等群体通宵达旦的工作性
质，山西太原市总和迎泽区总依托闲
置资源，设立了几十个 24 小时爱心
驿站，让户外劳动者可以随时扫码进
入，上网、避寒、休息、应急用药，一应
俱全。各地工会落实全总“双 15 工
程”的目标及要求，截至去年 12 月中
旬，全国主要城市和城市重点区域建
成服务站点近 16 万个，覆盖职工群
众超 1 亿人，日服务户外劳动者 300
多万人次。从实践看，聚焦关键诉求、
依托优势资源、解决痛点问题，是不
少地方工会的工作经验。

多部门携手合作，织密新就业形
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网，是各地呵护新
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提升服务效能
的密码。

比如，充分发挥“工会 + 法院”
“工会 + 人社”等多部门合作机制的
优势，各地在治理欠薪、确认劳动关
系、司法解纷、提供法律援助等方面
持续发力，有效化解劳动纠纷。再如，
鼓励倡导并积极联合平台企业、行业
协会等从不同角度发力，让托举新就

业形态劳动者权益的“手”更宽厚有
力。一些头部外卖平台企业在地方工
会指导下推出“严寒保护”应急机制，
为骑手实时推送最近的驿站信息、配
发冬季常用药等。“众人拾柴火焰高”
的道理再一次得到验证。

“建好用好工人文化宫、职工书
屋、工人疗休养院、服务中心等，加强
和规范工会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建
设”“叫响做实工会送温暖、送清凉、
金秋助学、职工医疗互助等工作品
牌”“推进‘工会 + 法院 + 检察院 + 人
社 + 司法’协作联动机制”，开通
12351 工会服务职工热线……为小哥
做好“权益 +”服务，各地工会努力做
强服务阵地、创新服务项目。同时，我
们希望这些关爱能以更加细腻的姿
态关照更多劳动者，例如驿站无线网
信号 +1 格、骑手换电修车点 +1 处、
健康保障 +1 份等。

从爱心驿站到“小哥医院”“小哥
公寓”等，包括工会在内的相关部门
着力解决的不仅是小哥们的烦忧问
题，更是以“权益 +”服务在努力提升
劳动者的“权益温度”，让新就业形态
劳动者的工作有劲头、权益有保障、
生活有盼头，这无疑是我们的共同期
待。

为“小哥”提供更多“权益 +”服务需多方合力
吴迪

年 月 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郭 臣 版式：郭 臣热点关注

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重点
要关心生活困难群众，让群众得到看
得见、摸得着的实惠。近年来，各地积
极开展社会救助改革创新，将社会救
助同保民生、促公平的基础性制度安
排结合，探索出建立困难家庭动态监
测预警机制、建立社会救助诚信服务
体系等好做法。

哪些群体是生活困难群众？如何
发现生活困难群众？如何给他们提供
有效救助？回答好这些问题，离不开
织密民生兜底保障安全网，不断提高
救助的精准度、效率。

当前，民生保障的政策日趋精细
化、精准化，分层分类、城乡统筹的中
国特色社会救助体系基本建成。这为
提升社会救助水平和能力提供了强
大支撑和有力托举。近年来，全国各
地纷纷开展社会救助改革创新试点

工作，积极探索改革完善救助制度、
创新体制机制、优化管理服务的路
径。这为更好满足困难群众的多样化
服务需求提供了坚实基础。

发现困难群众，是给他们提供救
助的第一步。这是一个“主动发现”的
过程，实现社会救助从“人找政策”转
变为“政策找人”。近年来，不少地方
探索“铁脚板 + 大数据”的方式方法，
既通过走访，发现需要救助的困难群
众，也通过大数据信息，动态监测相
关人群的情况。比如有些地方通过相
关信息平台，监测到有群众身患重
病、治疗花费较大后，主动上门走访，
不仅送去临时救助金，还为其办理重
病单人保。群众直言，“解决了大难
题”。及时发现，主动靠前，务实帮扶，
困难群众遇到的生活难题就能在相
关制度保障下得到解决，由此也能更

好兜住兜牢民生底线。
越是精准发现、精准救助，越能

彰显救助机制的有效性。社会救助不
是“撒胡椒面”，而是重点帮助有需要
的人群，对精准度提出了很高要求。
从目前实践看，通过推进信息化建
设，救助的精准性得到提升。有些地
方在探索社会救助信息化的过程中，
集中破解了救助对象发现难、认定不
精准、救助服务供给与需求信息不对
称等难题。随着社会救助改革创新的
不断推进，强化有关部门信息数据共
享、定期开展信息比对、提高预警信
息灵敏度等方面工作，还需进一步下
大力气、下大功夫。充分发挥信息化
优势，用好数据化渠道，社会救助工
作就能做到有的放矢，有关群众就能
得到更加高效、有力的救助。

社会救助是一项带有温度的事

业。如果说，更方便、更及时、更精准
地为群众纾难解困，体现了社会救助
的力度。那么，在救助过程中给群众
更多关爱、关心，体现的就是温度。对
困难群众进行兜底保障，彰显的本就
是党和政府的民生厚度、政策温度。
把这份厚度与温度，真真切切传递到
每一位有需要的困难群众心中，至关
重要。这不仅考验着工作方法，也
考验着治理水平。不少地方在这
方面进行着积极实践，有的探索

“物质 + 服务”温情救助模式，有
的把物资、资金帮扶与社会心理
支持相结合。其实，无论是精准救
助还是温暖救助，只有加快服务
转型升级，提供更多满足群众需
要的服务内容，才能不断提升困
难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社会
救助事关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和衣食冷
暖，关系民生、连着民心。紧紧抓住人
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进一步加强急难临时救助、健全完善
工作机制、优化规范办理流程，让兜底
保障政策更好惠及每一位困难群众，
必能确保更多困难群众的生活更温暖

“政策找人”让社会救助更有温度
裘 勉

在刚刚过去的元旦假期，国内旅
游市场人气火热，沉浸式旅游成为文
旅消费的一大亮点。假期期间，湖北
十堰打造的沉浸式文旅街区“武陵不
夜城”开街，首日吸引游客超10万人
次，各地层出不穷的沉浸式街区、沉
浸式展览、沉浸式演出等为文旅消费
注入新动能，折射出我国文旅消费升
级新态势。

前不久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提出，推动消费从疫后恢复转向持
续扩大，培育壮大新型消费，大力发
展数字消费、绿色消费、健康消费，积
极培育智能家居、文娱旅游、体育赛
事、国货“潮品”等新的消费增长点。
去年以来，我国文旅市场强势复苏，
带动餐饮、住宿、演艺等行业快速回

暖，“一票难求”“一房难求”频现。“人
从众”的热闹景象背后，大众文旅消
费需求加速释放，文旅产品服务供给
创新活跃，供需两端双向奔赴成为文
旅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器。

在需求侧，随着经济快速发展，
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提高，文旅消费需
求呈现明显升级趋势。从走马观花到
深度游览、从单向灌输到双向互动、
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参与，人们的文旅
消费需求更为多元化和个性化。如
今，许多消费者出门旅游更注重精神
上的愉悦和满足，更愿意到博物馆、
纪念馆、音乐节等场所享受文化盛
宴，更愿意为深度内容、个性化体验、
创新场景、品质享受买单。这对景区
经营者、商家店主等文旅市场主体提

出了新要求，其中也蕴藏着文旅市场
发展的新空间。

在供给侧，创新才能把握时代、
引领时代。文旅市场主体密切关注消
费者不断变化的需求，把握文旅消费
升级新态势，努力提供更加丰富、更
加优质的旅游产品和服务。近年来，
各地沉浸式文旅项目不断涌现，正是
文旅市场创新供给的缩影，比如湖北
襄阳的“盛世唐城”景区夜游，河南郑
州的全景式沉浸戏剧“只有河南·戏
剧幻城”，江苏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
馆推出的多媒体互动体验展项目“运
河上的舟楫”。这些沉浸式文旅项目
通过“服化道”、声光电等多种手段还
原场景、营造氛围，充分调动游客的
视觉、听觉和触觉感官体验，使游客

完全沉浸在游览环境中。这种更具参
与感、互动感的融合式体验，为提升
文旅产品品质、培育文旅消费新业态
开拓了思路。

假日消费是观察中国经济活力
的重要窗口，开年火热的消费市场印
证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走势。2024 年第
一个小长假收官，文旅部发布的数据
显示，元旦假期 3 天国内旅游出游
1.35亿人次，同比增长 155.3%；实现国
内旅游收入 797.3亿元，同比增长
200.7%。亮眼的数据反映出市场的暖
暖春意，川流不息的人潮更显示出民
众的消费热情和旺盛的经济活力。以
优质供给不断激活有效需求，将为持
续扩大消费提供有力支撑。

文旅消费的火热，展现了中国经

济的活力与韧性，凸显了中国消费市
场的巨大潜力。春节假期临近，在元
旦消费市场喜迎“开门红”的基础上，
在强劲的旅游需求带动下，春节旅游
市场值得期待。乘势而上，紧跟旅游
消费新趋势，才能激发文旅消费更大
潜能。一方面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
文，积极培育旅游消费新场景新热点，
持续加大优质文旅产品供给，打造更
加丰富的产品和服务矩阵，更好满足
多样化、个性化、品质化的文旅消费需
求。另一方面，针对性地解决消费各
环节中的突出问题，消除消费盲点痛
点，持续优化消费环境，改善出游消费
体验，不断提升旅游产品和服务满意
度，必将吸引更多人走出家门，拥抱

“诗和远方”。

沉浸式旅游为文旅消费注入新动能
邱华林、眭京城

近日来有网友反映，互联网上出现了一些为中小学生提供代画服务的
商家，将成年人代画的作品出售给家长，以学生名义参加各类美术比赛。更
有店铺晒出获奖证书吸引家长下单选购，引发广泛讨论。

成人甚至美术老师画出的作品参加学生比赛，不说是“降维打击”，确实
有些欺负人。家长和孩子有“借奖镀金”的现实需求，代笔画者有“卖画谋生”
的经济诉求，而各类美术赛事又希望能“优中选优”，难免为“代画服务”留下
生存空间。更出人意料的是，许多商家甚至提供定制化、差异化的服务，如根
据孩子性别、年级、性格特点绘制，控制绘画比例和幼稚程度，以“提高得奖
概率”。换言之，这条“产业链”运作严密、经验丰富，必须一挖到底，严肃惩
处。

花了钱，买了画，得了奖，却没有多少家长在意孩子是否真的喜欢绘画，
又能否背得动这份沉甸甸的“荣誉”。在他们眼里，这只不过是一种可以流动
置换的资源，是人生简历上的一笔，更是升学的跳板和敲门砖。先不说功利
心理对美术比赛声誉和艺术创作精神内核不可逆的损伤，单论孩子的成长，
它显然不是个正面表率。弄虚作假、不劳而获、僭越公平、误读荣誉……得奖
一时光鲜，“借来的能力”终有代价。斩断此类奖项与招生入学、评奖评先的
关联，亦可纠正错误导向，让个别急功近利的家长吃个亏。

“花钱代画”并非孤例，近年来，购买科技创新专利、代发代写论文、志愿
时长作假……种种“金手指”屡见不鲜，且有逐渐“低龄化”的趋势，招致骂声
一片。高喊着“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熊家长”们，如今连让孩子先跑几步路
都不肯了，干脆把自家的“起跑线”画到别人的“终点线”上，无形中也把各类
竞赛提供的多样化的素质培养路径通通堵死。赛事举办方有必要做好作品
鉴别工作，并配合监管部门追责。

颇为讽刺的是，这些代笔画者中不乏专业作者、美术老师，本该最理解
原创的不易。然而他们有心思了解孩子的性格爱好并加以仿制，却没能因材
施教、真正指导一幅画作出来。若从引路人沦为“黑导游”，带人走马观花，未
免令人寒心。

“神笔马良”的故事脍炙人口，出身贫苦却热爱绘画的小马良刻苦学画，
梦中得到白胡子老人的馈赠，落笔成物，一心替乡亲们和穷人谋福利；而贪
婪的皇帝千方百计夺来神笔，却是“画了金山变石头，金砖化作蛇咬人”。花
钱代画，能否得金奖不得而知，但一定买不来那颗金子般的心。

“花钱代画”乱象该管管了
默 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