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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微语观潮

要想做好服务，就不能
“粗线条”，而是要下足“细针
脚”的功夫，以精益求精的态
度追求营商环境更高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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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遇到火烧眉毛的急事，而政务
服务窗口下班了，怎么办？延时服务来
搞定。

据报道，不久前的一天，自治区市
场监管厅驻政务大厅窗口工作人员接
到银川通联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
司打来的电话：“我知道你们已经下班
了，但是如果今天业务办不成，会有很
大损失……”该公司想尽快办理股权出
质业务，窗口工作人员随即为企业提供
了延时服务。18时 40分，公司工作人员
急匆匆赶来；19时许，事项已经办好。公
司工作人员不禁感慨：“感谢你们，真正
为企业解决实际困难。”

暖心新闻、企业点赞，背后凸显的
恰是政务服务窗口积极主动作为的服

务观念和办事能力。作为与企业和群
众面对面打交道的前沿阵地，政务服务
工作直接影响着服务对象的体验感和
获得感。纵观宁夏乃至全国，近年来

“最多跑一次”“一站集成”等政务服务
不断被优化、被完善，就是为了让企业
和群众办事更便利、更高效。可再便捷
的服务，也有遇到特殊情况的时候，也会
面临服务对象反映急事办不了、难事反
复跑、休息时间没处办的问题。在此背
景下，这种急事急办、特事特办的便捷服
务，就不免令人心中一暖、眼前一亮。

我们常说，营商环境，“优”无止
境。何谓“优”？关键是服务到位。而
优化服务是个细致活，更是一个动态持
续的过程。需求在变，新情况、新问题
也会层出不穷。要想做好服务，就不能

“粗线条”，而是要下足“细针脚”的功
夫，以精益求精的态度追求营商环境更
高坐标。

所谓“粗线条”，往往追求的是快速
见效，只是为了早点交差、早日完工，在
这种思想支配下，工作中难免应付了

事，只求做了、不求做好，这个结果往往
不是企业乐于见到的，不仅伤及企业发
展，严重者甚至损害当地营商环境观
感。与之相对，“细针脚”则着眼于服务
的细枝末节，落足在企业落地、成长、壮
大的每个阶段。企业落户遇到哪些堵
点，成长的烦恼如何破解，企业壮大期
间又面临什么瓶颈，那些成长路程上的
痛点难点，都可以是改善服务的发力
点，也必然是优化营商环境的着力点。
因此，倾听企业诉求、善听不同意见，主
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统筹共性问题、
关注个性问题，因企因事“开方”，才能
更好地服务企业。这也是地方政府当
好“店小二”必不可少的过程。

毫无疑问，深入企业，从企业意见
和建议中寻找“药方”，是打开工作思
路、创新工作方法的一条捷径。企业要
申报项目，问问他们关心的是什么、担
心的是什么；开展事项代办，问问还有
哪些环节可以优化、还有哪些地方需要
改进……如此，很多问题就能迎刃而解，
营商环境才会更优更好。这也应了那句

话，办法就在问题里，思路就在困难外。
由此，不免联想到这两天颇受关注

的两则新闻。一则是话题“女生写论文
求助‘浙里办’，次日一早就有回应”冲上
热搜，引发热议；另一则是江苏常州一位
副市长观看演唱会，个人账号的视频评论
区中有网友吐槽现场“厕所太少”，他回复

“今天改善”，当天演唱会现场就增加了
多个临时洗手间，增设了洗手台，还准备
了瓶装水。两则新闻虽然内容不同，但
告诉了我们同样的道理：听得见群众的

“碎碎念”，政务服务才能“上大分”。
同样，听得见企业的“声声念”，营

商环境才能实现“步步升”。不忽略任
何看似不起眼的小细节，不忽视任何一
家企业的心声诉求，时刻将维护企业利
益作为行动标尺，织密提升服务效能的

“细针脚”，才能勾勒出更加舒适、便捷、
高效的营商环境。

听得见企业“声声念”营商环境才有“步步升”
孙莉华

“五一”假期将至，全国各地摩拳擦
掌，抢滩文旅市场。面对激烈竞争，我
们扪心自问：宁夏做好准备了吗？我
们拿什么来迎接这个热气腾腾的小长
假呢？

众所周知，每逢假期，暂别忙碌，携
家人、约朋友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已成许多国人的选择。这一波波寻找
诗与远方的人潮，不仅饱含着人们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也暗含着游客对舒适旅
途的渴望，更裹挟着源源不断的商气、
财气和人气。

文旅“蛋糕”太过甜美，各地文旅自
然“花式”开卷，宁夏也不例外。为了打
造良好的消费环境，前期我区针对餐
饮市场打出了一套“组合拳”：自治区
相关部门召开座谈会力促手抓羊肉降
价 、吴 忠 市 顶格处罚杜优素羊杂碎
店……近日，为了迎战“五一”假期，银
川市在送出多项文旅大礼包的同时，更
联合多部门出台加强餐饮市场价格监
管若干措施……大刀阔斧的整治，凸
显了我区优化消费环境的决心，也体现
出各地各部门对网友意见的真诚回
应。事实证明，获得八方宾客青睐，方
法虽有千万条，但紧盯游客痛点改、瞄
着市场短板补，妥妥的应对第一条。

经济学中有个著名的木桶原理

——桶的容量不是取决于最长的木板，
而是决定于最短的木板。同样的道理，
在这个“人人都有麦克风”的互联网时
代，一次暖心的服务、一方醉人的美景、
一道诱人的美食，或许能让一座城市火
速出圈，引得游客纷至沓来；但一家问
题餐厅、一次糟心服务、一件负面事件，

也能在一瞬间毁掉一座城市的美誉，让
人们敬而远之。爆红之时不忘找问题、
补短板，未火之前做足准备、倾听建议，
于点滴细节中诚心提升服务、补上发展
不足，才能在“天上掉下馅饼”之时，俘
获游客的芳心、收获希冀的果实。

坦率而言，做强做好文旅产业，咱宁

夏一点都不虚。拥有“塞上江南”美誉的
宁夏，既有厚重的人文历史底蕴，也有独
特的自然风光，还有令人叫绝的地方美
食，“两沙一陵”“两堡一城”、水洞沟遗
址、沙漠星星酒店、盐池滩羊、中卫枸杞、
贺兰山东麓葡萄酒……随便拿一张名片
出来，分量都不轻，无论是迎接这个“五
一”还是未来许多个假期，我们都有底
气。但能否应对得体，甚至脱颖而出，
还是取决于我们能不能聚焦文旅产业
全链条、各环节，把可能影响整体消费
环境的问题一个个找出来、一项项加以
修补改正，用最贴心最细节的服务，让
市场更为规范、通行更为顺畅、产品服
务供给优良、安全保障无忧、餐饮住宿
价格更为亲民，等等，以此赢得游客的
一致好评和满意而归。

大家的事需要大家干。“大考”即将
来临，就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不论政
府和企业，不分商家与群众，积极投身
到总结经验、查缺补漏、完善服务中去，
争取让每一位来宁的客人都能发出“吃
得好住得起、游得好玩得起”的赞叹，让
宁夏也能在一致肯定中被“泼天的富
贵”砸到。

我们拿什么迎接这个热气腾腾的“五一”
虎 权

近日，为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构建良好消费市场环境，银川市就

“五一”假期期间广告发布行为发布
提醒告诫。其中特别提到，以“达人
种草”“消费测评”“网红探店”等形
式推销商品或者服务并附加购物链
接等购买方式的，应当显著标明“广
告”，助力打造更健康的行业生态。

“不能错过的宝藏店铺”“味道
又好，环境又好”……如今，“探店经
济”发展火爆，随意点开一个平台的
短视频，主播推荐的餐饮店铺琳琅满
目，让人应接不暇，不少消费者也已
习惯了通过网红的视频推介“种草”
或者“避雷”。这本是一种多方共赢
的新经济模式，但随着越来越多新媒

体从业者跻身这一行业，虚假推荐、
恶意剪辑、霸王餐等乱象也频频出
现，引起越来越多消费者的反感。

变味的“探店经济”正在侵蚀着
行业的健康发展，如果任由其野蛮
生长、不加规范，没有人会是最终赢
家。此次银川市能对“探店经济”出
台明确规范，值得点赞。但后续相关
部门还需及时填补“探店经济”的管
理空白、出台相关规范，商家和博主
们也应自觉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与平
台规则，以客观真实的体验感受向消
费者作出推介。毕竟，以真实才能换
得信任，以质优价廉才能赢得好口
碑，我们也才能据此打造出更为健康
的行业生态。

探店经济守规矩才能长远
尉迟天琪

隔空喝饮料，用打火机点燃手
掌，飞天静电章鱼……在吴忠市红寺
堡区第三中学物理老师虎永祥的课
堂上，各种各样有趣的科学小实验不
仅真实展现了课本上的物理知识，也
大大提升了孩子们的学习兴趣，而虎
老师也因“花式”教学走红网络，成了

“别人家的物理老师”。
同样是物理课，却上出了春晚魔

术表演的感觉，试问，这样生动有趣
的课堂，哪个孩子还会走神？学习氛
围和效果又怎能不大幅提升？与之
相对的是，时下不少人反映当代学生
在网络、手机等新兴媒介的影响下，
对上课没有兴趣、注意力容易分散、厌
学叛逆沉迷网络，等等。但虎老师的

例子却有力地证实了，新奇有趣的课
堂，是吸引孩子注意力的有力途径之
一。换言之，要想激发起孩子们的学
习兴趣，教育者就要学会“走心”“用
心”，不断创新教育教学手段；相反，始
终揣着十几年的老教案，板起面孔讲
一堆陈词滥调，自然引不起学生兴趣。

课堂教学是教育的重要一环，在
打造高效课堂上下功夫，不仅是遵循
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的必要之举，更是
创新教学方法的努力方向。倘若有
更多教育者能像虎永祥老师一样，尽
情发挥自己的激情与想象，在“花式”
教学上多努力，又何愁孩子们不能获
得更多知识与力量，共同推动教育开
出更加灿烂的花朵。

花式物理课为创新教学打样
宫炜炜

老旧小区怎么改？群众意见很
重要。据报道，青铜峡市老旧小区
改造实行“量体裁衣”“点单下菜”，
精准摸排老旧小区底数，找准每一
个小区居民最关心最迫切需要改造
的问题，将过去群众的难点、痛点变
为了现在的“幸福点”。

作为一项实实在在的民生工
程，老旧小区改造承载着居民对美
好生活的期盼，改造过程中能否充
分倾听群众意见，让群众参与其中，
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改造的成果。毕
竟，小区何以老旧、又存在哪些痛
点，久居其中的群众感受最直接，也
最有发言权。但现实中，不少地方
却很容易忽略这一点，之前就有媒
体报道过，一些老旧小区存在改造

工程进度慢、征求意见不充分等问
题。虽说，改旧“焕”新的出发点是
好的，但群众意见的分量不够、解
决问题的实效性不强，只会让工作
事倍功半。反之，像青铜峡这样

“由居民说了算”，方能切中痛点、
有的放矢。

其实，无论是老旧小区改造，抑
或其他，办好民生实事不仅考验着
党员干部的担当作为，更考验着干
部与民沟通的能力，看他们愿不愿
听取群众意见、会不会征求群众意
见、能不能听进群众意见。能够拉
近同群众的距离，诚心诚意听取群
众意见、汲取群众智慧，就必然能在
摸清社情民意中破解难题，把好事
实事办出高质量、办到群众心坎上。

民生实事理应居民说了算
沈 琪

本报讯 （宁夏日报报业集团全媒
体记者 黄英）4月 24日，灵武市第六小
学的“又一村”劳动实践教育基地开园，
该校四年级的同学们一起种下了油麦
菜的种子。

今年，灵武市第六小学开垦了 28块
田，让每个孩子都能全程体验翻地、播

种、浇水、施肥、收获的过程，希望孩子
们通过劳动认识大自然，掌握果蔬种植
方法。“参加劳动后我发现种田是非常
辛苦的，我以后会更加珍惜粮食。”赵嘉
晨同学说。

当灵武市第六小学的同学们辛勤
“务农”时，郝家桥镇大泉小学的同学们

则当起了“大厨”。这里正在上一堂烹
饪实践课——制作辣糊糊。涮菜准备
组、蘸料配备组、锅底配料组……同学
们分组合作，吃到了亲手制作的辣糊
糊，体会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劳动观
念。“希望以后能学到更多宁夏美食的
做法。”吴佳欣同学说。

如何让中小学校劳动教育及实践
活动“活”起来、“动”起来？灵武市通过
开发课程资源、建立校内外劳动实践基
地等做法，构建以学校为主导、家庭为
基础、社会全方位支持的劳动教育模
式，培养学生的劳动精神，丰富的劳动
实践活动受到学生欢迎、家长的认可。

下地种果蔬 学做辣糊糊

灵武劳动教育创新载体“圈粉”学生

平罗县150名师生
乘“慢火车”研学游
本报讯 （记者 裴云云）4月 23日

9 时许，伴随着汽笛的长鸣，银川至汝
箕沟的 7525次列车缓缓驶出大武口火
车站，石嘴山市平罗县庙庙湖小学150余
名师生乘坐“慢火车”开启研学之旅。

了解到庙庙湖小学计划组织学生
去石炭井工业文旅小镇开展研学活动
的出行需求，大武口车站第一时间对
接学校，确定乘车时间、车次及人数，
于4月22日为师生办理车票预售，并制
定了研学团体旅客运输方案。

“世界也是孩子的书本，我们组织
六年级 150余名孩子去石炭井工业文旅
小镇开展研学活动，让孩子们探寻、倾
听和感受历史，在行走中‘阅读’。”庙庙
湖小学副校长宋晴说。

4 月 23 日 9 时许，平罗县庙庙湖小
学 150 余名师生乘坐“慢火车”开启研
学之旅。（图片由银川车务段提供）

本报讯（记者 付杨）4月 23日，宁夏艺术职业学
院舞蹈系练功厅内，几位女生正在上戏曲表演基本
功课。宁夏演艺集团秦腔剧院国家一级演员赵曼红
现场示范教学，传授水袖、台步等技巧，学生们认真
练习，一招一式传递出神韵。

“你们是多大来到秦腔‘宏志班’的？”课间休息，
记者跟几个男生聊了起来，男孩子们七嘴八舌地说，

“我8岁”“我12岁”……
“2019年来到秦腔班时，我们班最小的学员 7岁，

最大的十二三岁。”学员张博家在固原市，姥爷是秦
腔爱好者，他从小跟着姥爷逛戏园、听唱段，也就慢
慢喜欢上了秦腔。2019年，看到微信公众号上秦腔

“宏志班”的招生简章，在家人的支持下，12 岁的张
博报名，经过层层选拔，最终成为秦腔“宏志班”的
学员。

2019年，宁夏文联、宁夏戏剧家协会联合宁夏演
艺集团秦腔剧院、宁夏艺术职业学院启动秦腔专业
后备人才培养计划，共同开设了秦腔“宏志班”。据
宁夏艺术职业学院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是建校以来
招收的第三届秦腔表演专业学生，当时，有 500多人
报名，除宁夏区内的，还有甘肃、陕西等地学生报考，
秦腔“宏志班”是定向委培的形式，毕业后颁发中专
学历证书，学制六年，学费全免，考核成绩合格者可
进入秦腔剧院工作，也可通过择优录取提升学历。
目前，41名学员即将完成 5年的学习任务，第 6年按
计划将进入秦腔剧院实习。

去年，在第 27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
动（个人项目专业组）中，秦腔“宏志班”学员宋士
文和王舒童凭借传统折子戏《三岔口》的出色演出，
被授予个人项目专业组“小梅花”称号，这也是宁夏
第一次获得该奖专业组奖项。

“我们将竭尽所能把专业知识以及舞台演出经
验都传授给孩子们。”赵曼红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
把传统戏曲文化代代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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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秦磊 马忠 杨超）把
“课堂作业”熟练地装进打包袋——下课
铃响起，中卫市第六小学四年级（5）班学生
孙瑞泽收拾书包，4月24日，当天的作业是
做一盘可乐鸡翅，这份色香味俱佳的“可
食作业”将为他家今晚的餐桌增色不少。

自 2021年 7月“双减”开展以来，中
卫市第六小学为课后延时服务不断“加
料”，陆续开办了烹饪、缝纫、择菜等劳动
课程，以劳树德、以劳增智、以劳育美，接
地气、重实用的劳动课不仅激发了孩子
们的学习热情，更让家长们感到惊喜。

当日 17时许，记者来到中卫市第六
小学，正赶上四年级（5）班上烹饪课。“我
们 4人 1组，有人配菜，有人掌勺。”学生
王璎萱说。“三年级起，每个学生学习‘下
厨’是必修课，两周一节课，每次学一道
菜，一年下来，我整理出了菜谱，爸妈可
以随便点菜。”学生江妙阳说。“周末在家
我做饭，我会的拿手菜很多，酸辣土豆
丝、西红柿炒鸡蛋……做一道菜大概用
时 10分钟。”学生王凯瑞说。烹饪课一
节课 40分钟，当天，课时刚刚过半，已经
有同学将可乐鸡翅精美摆盘。

“除主料需学生自备外，厨具、调料
和米面油等都由学校提供。”烹饪课主课
教师张自清说，“没想到孩子们对做饭的
热情如此高涨。”

记者了解到，张自清并非“科班毕
业”，而是该校的一名体育老师。烹饪班
的另一位老师陈东香，主职是数学老
师。两位老师都爱烹饪，厨艺高超。“既
能教得好课，又能做得好饭，孩子们说，
这样的老师有点酷！”中卫市第六小学副
校长赵金艳说。

中卫市第六小学校长张莉娟说：“人

生不是百米赛，而是一场马拉松，从小教
会孩子掌握生活技能，培养他们劳动的
热情，令其受益终生。”

在学校门口，记者偶遇前来接孩子
的一位家长。“我的孩子叫李金元，是六
年级学生。上周末，孩子给全家包了饺
子，吃饭时，他把没露馅的饺子端到我和
他爸爸面前，煮烂皮的饺子留给了自
己。”提起孩子当时的举动，这位家长至
今心中还是满满的感动。

一盘饺子，“品”出了中卫六小劳动
课程的全部意义。

“今天的作业是做一盘可乐鸡翅”

中卫六小劳动课引导孩子以劳树德

4 月 24 日，由自治区教育厅、自治区团委、银川科技学院主办的“惠风和
畅 就业为先”2024年春季第三场校园双选会在银川科技学院举办。此次双
选会共吸引了来自全区各地的60家企业参加，所涉及行业领域广泛。

本报见习记者 马赛尔 李宏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