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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一些群众通过人民网“领导
留言板”反映发生在身边的安全隐患。面对
群众对安全的关切，当地相关部门尽管作
出一些回应、采取一点措施，但并未真正解
决问题。3 月底，人民网对 7 件未能解决彻
底的安全问题进行了报道，一个月后回访
发现，7个问题有 3 个已经悄然整改到位，
另外 4 个仍然“蹉跎”。

安全历来无小事。如何对待安全隐患？
如何回应群众的安全关切？考验着一个地
方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智慧。面对已经存在
的安全问题，是给出“知道了”的简单回复，
还是切实拿出治理举措，抑或是在推出治
理措施后还能监督执行、一抓到底？不同的
选择，带来不一样的效果，也体现着地方治
理的效能。说到底，只有把安全问题放在心
上、摆在前面，治出成效，才能真正护佑群
众安康。

在安全生产上，不仅需要真作为、真见
效，而且要谨防不作为、假作为。从实践中
看，一些地方在面对安全隐患问题时，似乎
陷入了这样的“怪圈”：群众反映问题，作出
必要回复，给出相关承诺，举措虚而不实，
问题难以根治。这意味着，虽然对群众的诉

求回应得挺及时，但不解决问题也是徒劳。
现实中，我们需要警惕的恰恰是以回复替
代办理、以办理替代效果的形式主义。倘若
口头答复、纸面回复只是一张“空头支票”，
没有政策执行、没有效果评估，那么小问题
就会变成大麻烦、大麻烦就可能演化为大
灾难。

安全重于泰山，责任重于泰山，一丝一
毫都不能放松，一时一刻都不能松懈。一些
安全事故的案例警示人们，想在源头上遏
制事故发生，必须时刻压实安全生产责任，
认真排查隐患，狠抓工作落实，不放松任何
细节，不带有侥幸心理。只有把安全意识、
安全责任、安全行动贯穿于安全管理的全
过程，各种举措落实落细落小落到位，才能
确保做到从根本上消除隐患、解决问题。

对各级领导干部来说，安全管理是必
须承担好的责任重担。扛起这一担子，既要
想方设法消除安全隐患于未萌之时，又要
针对具体问题打好攻坚战，拿出严、实、细
的举措，集中精力、不打折扣地抓整治，确
保解决问题见实效。同时，对于治理举措和
治理行动，要始终保持如履薄冰的高度自
觉，经常性的“回头看”，保证一些举措真正

落地，在严格监督、不走过场中坚决杜绝执
行落实的“宽松软虚”。

也应看到，群众反映的问题没有得到
有效改进、根本解决，意味着为民办实事办
得不到位。啥是为民办实事？那就是把群众
的小事当自己的大事、把群众的关切当自
己的关切，真真正正办到群众心坎上，而不
是轻描淡写、敷衍潦草地糊弄而过。这既警
示也启示有关领导干部，为民办实事的重
点在“为民”，关键是“实”字，容不下半点形
式主义、变通走样。

事关安全，警惕这样的形式主义
安 友

近日，广西、广东、江西、浙江、福建
等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面对
复杂的降雨形势，有关地区务必要树牢
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扎实做好防汛工
作，牢牢把握防汛主动权，最大限度减
轻灾害损失，确保社会安定、人民安康。

提升防灾减灾能力，要压实各级党
委和政府的主体责任。责任重于泰山。
各级党政负责同志要以“时时放心不
下”的兢慎态度，在防汛工作中守土尽
责，在灾害应对关键阶段靠前指挥。同
时，强化统筹协调，运用联合会商调度，
确保指挥联动有效顺畅，全力保障应急
处置，以实际行动不负人民重托。

提升防灾减灾能力，要完善并切实
执行应急预案。要针对防汛面临的问
题，科学设置并协调抢险救援、通信保
障、交通运输等工作，强化各项行之有
效的抢险救灾措施，努力补齐短板弱
项，确保险情发生时，拉得出、冲得上、
打得赢。

提升防灾减灾能力，要加强监测预
报预警。气象、水利、地质等部门要密
切监视汛情，紧盯长历时降雨、短时局
地强降雨等重点时段，特别关注水库库
区、旅游景区、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严
防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及时
发布预警，统筹运用互联网、移动通信
工具等科技手段和应急广播、大喇叭等
传统手段，尤其要加强边远山区、人员
密集区的灾害预警信息传播，确保预警
信息真正到户到人。更应当发挥“叫应”
机制作用，保证基层防汛责任人关键时
刻在岗、上下有效联动、处置稳妥有力。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是防汛减灾工作的核心。各
地要果断有序组织危险地区群众转移，务必做到应转早转、应
转快转、应转尽转。还要重点关注孤寡老人、留守儿童等，千方
百计护佑弱势群体安康。更要加强安置场所管理，妥善解决群
众基本生活问题，确保转移人员有饭吃、有衣穿、有干净水喝、
有安全住处、有医疗服务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有关工作
的根本遵循。

同自然灾害抗争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永恒课题。防汛工作
任重而道远。我们要不断从抵御自然灾害的实践中总结经验，
整合资源、统筹力量、完善体系，切实提高全社会抵御自然灾
害的综合能力，积极推进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确
保江河安澜、社会正常运转、人民群众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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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旅游市场迎来五一预订高峰。数
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国内长途游订单占
比超过一半，下沉旅游市场表现突出。县域
市场酒店订单量同比增长 68%，景区门票
订单同比增长151%。例如，福建平潭、江西
婺源、河北正定等地，都是热门的县域旅游
目的地。

五一假期将至，各个渠道传出的数据
都显示，旅游市场下沉趋势明显，县域旅游
日渐火爆。其实这样的趋势也不是今年五
一才开始的，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县城乃
至乡镇，都在成为热门旅游目的地。而在这
种旅游市场形势变化的背后折射出来的，
则是一种更为深刻的旅游市场变革，以及
公众在旅游需求上的变化。

以前说到旅游，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
著名的景区景点，包括名山大川、人文古迹
等等。但是对于现在的游客，尤其是年轻游
客来说，他们既向往名山大川，但同时也向
往那些以宁静、休闲、舒适等等为标签的小
县城、小乡镇。这些县城、乡镇或许没有多
么知名的景区景点，但是游客前来的目的，
本来也不是为了逛景区、看景点，更多的还
是为了体验一种舒适、恬淡的休假生活。

与此同时，和那些人满为患，同时酒
店、餐饮、交通等等旅游成本也相应提高的

热门旅游城市相比，到这些原来名不见经
传的县城、乡镇旅游，旅游成本更低，旅游
的体验度也更高。在很多年轻人看来，平时
工作压力大、生活节奏快，现在好不容易遇
到假期，自己所需要的就是那种暂时离开
工作，让生活节奏也慢下来的生活状态，而
县城和乡镇，恰好满足了众多年轻人这样
的旅游需求，所以县域旅游的火爆也就成
了一件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事情。

旅游市场的下沉，对于县城、乡镇来
说，当然是发展旅游经济、创造旅游收入的
大好契机。尤其是考虑到旅游业对其他相
关产业的带动作用明显，所以用网友的话
说，任何地方，都不应该错过这“泼天的富
贵”。不过我们也要看到，面对旅
游市场的这种变化，从县城到乡
镇，从地方政府到旅游行业，再到
相关的其他行业，都要做好充分
的准备，尤其是要切身改善基础
设施，提升旅游服务接待能力，才
能真正接住这“泼天的富贵”。

很多地方因为没有想到旅游
市场红利这么快就到了自己头
上，难免存在准备不足、旅游接待
服务能力跟不上市场发展现状的
问题。一些地方道路狭窄破旧，难

以满足自驾游游客的需求；一些景区景点
停车场严重不足，无法满足游客停车的需
求；一些城市饭店、宾馆接待能力不足，服
务水平不高，影响了游客的入住体验等等。

所以，面对旅游市场的下沉，旅游目的
地城市的配套服务一定要尽快跟上，这就
需要地方政府和有关方面及时出台相关的
政策和配套措施，同时也需要整个旅游行
业以及与旅游相关的行业，在紧紧抓住市
场商机的同时，切实转变经营和服务理念，
提升旅游服务意识和服务水平，从而在满
足游客需求的同时，也提升游客的旅游体
验。

旅游市场下沉 配套服务要跟上
天 歌

北京顺义老人阮大爷终身未婚，
膝下也无子女。在村里的主持下，自
2011 年开始，阮大爷和同村的男子刘
某军签下遗赠扶养协议，约定刘某军
给老人养老送终，老人将所有财产遗
赠给刘某军。2023年 3 月，阮大爷因拆
迁获得安置房 5套，同年 10 月，94 岁
高龄的阮大爷因病去世。近日，顺义
法院判决认定，阮大爷留下的五套安
置房的所有权益，应该由照顾老人十
多年的刘某军继承。（4 月 23 日北京
日报客户端）

一下子继承 5 套安置房，算下来，
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的钱。很多人认
为刘某军“很幸运”，然而，这种幸运
并非源自偶然，而是来之不易。首先
要知道的是，当初刘某军与阮大爷签

订抚养协议时，这5 套房子并不存在。
直到 2023 年，阮大爷因宅基地被划入
拆迁项目，才获得 5 套安置房。其次，
从 2011 年开始，刘某军十几年如一
日，悉心照顾非亲非故的阮大爷，让
老人在晚年生活中感受到了家庭的
温暖和幸福。这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
的，也不是一纸合约就能保证的。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亦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
内容之一。审理该案的法官表示：“刘
某军十多年赡养孤寡老人的行为符
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其行为应
当给予积极评价。”刘某军施予爱心、
老人回报爱心，这凸显了普通人守望
相助的价值，传递了向上向善正能
量。

据介绍，此次民事诉讼由刘某军
提起，主要是为了接受遗赠。他将阮
大爷的妹妹、两个侄女起诉至法院，
请求法院确认遗赠扶养协议有效，协
助其办理房屋过户事宜。顺义法院审
理后作出了上述判决，为行善者撑
腰，为助老者鼓劲，引领文明新风尚，
对于弘扬中华民族尊老敬老传统美
德具有示范导向意义。

根据民政部披露的数据，截至
2022 年底，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为
2.8 亿人，其中空巢老人占比已经超过
一半，部分地区甚至超过 70%。另外，
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截至
2020 年底，我国一人户家庭超过 1.25
亿户，其中包括为数众多的失独老
人。谁来照顾孤身老人的日常生活？

如何才能让他们独而不孤，免于凄凉
晚景？这显然是需要深入破解的严肃
课题。

上述判决启示人们：关爱孤身老
人，为他们的晚年生活解除后顾之
忧，让他们活得幸福有尊严，除了有
关职能部门作出努力外，社会的方方
面面、每个人也应该为此贡献一份力
量。值得一提的是，2011 年，当生活无
依靠的阮大爷向村委会求助时，当地
村干部没有推诿，而是积极协调在村
中口碑较好的刘某军一家扶养阮大
爷，并主持签署了《遗赠扶养协议》，
由此引出一段敬老爱老的佳话。

这个案例生动表明：照顾孤身老
人，尽管面临着不少难点，但办法总
比困难多，关键在于想老年人之所

想，急老年人之所急，因地制宜谋新
招、出实招。这其中，基层政府、村居组
织在充分尊重老人意愿的前提下，通
过签订遗赠扶养协议等办法，探索村
民相助之类的新模式，不失为一条可
行路径。

法安天下，德润人心。弘扬尊老
敬老等传统美德，需要通过个案不断
重申，持续加以引导和培育。顺义法
院的上述判决彰显公平正义，引领正
确价值取向。希望有更多人能够积极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勿以善小
而不为，时时处处友善对待他人，相信
通过大家的不懈努力，我们的社会会
变得越来越温暖、越来越美好。

赡养孤寡老人获赠房产 司法裁判引领正确导向
威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