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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党有核心，党中央才有权威，党才有
凝聚力。作为理论研究者，我们要扎实做
好理论、对策研究，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
说、建言献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贡献
智慧和力量。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卢河燕 史童歌

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
强。党的二十大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全局的战略高度，把“弘扬伟大建党精
神”写进大会主题，强调“弘扬以伟大建
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
系”。为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
伟力，“有一种精神”系列微视频于2023
年 12月25日起正式上线。系列微视频
由中央网信办网络传播局指导，中共江
苏省委网信办出品，现代快报+制作，中
国互联网发展基金会中国正能量网络传
播专项基金特别支持。通过学习第一批
46种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伟
大精神，激发各领域踔厉奋发，勇毅前
行，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汇聚磅礴力量。

2024年1月14日，“有一种精神”系
列微视频第21集《雷锋精神，永远进行
时！》上线。“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
人民服务是无限的……”这是《雷锋日
记》中的片段，也是雷锋一生的真实写
照。短短的22年，从生于乱世的苦孩子
到模范工人、共青团员，再到革命军人、
共产党员，雷锋用一生诠释着以“小我”
成就“大我”的精神，树起一座“为人民服
务”的不朽丰碑。

2023年2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对
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作出重要指示强
调，深刻把握雷锋精神的时代内涵，让雷
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雷锋精神永不过时。

如今，“雷锋”早已不再是一个人的
名字，而是无数个好人、模范、英雄、榜样
共有的名字。当雷锋精神融入日常，日
益深入人心，就是我们对雷锋最好的纪
念。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蔡梦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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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感悟

AI学习“课代表”

本期金句

多学一点

中共江苏省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教
授 谌玉洁：

中国共产党是我们成就伟业最可靠的主
心骨。

本期金句，一起来学习。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推进强
国建设，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党中央
集中统一领导，切实加强党的建设。要时刻
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勇于
自我革命，一刻不停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
移反对腐败，始终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确保
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为强国建
设、民族复兴提供坚强保证。

——习近平2023年3月13日在十四届
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

2021年 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办好
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华民族近代以来
180多年的历史、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100
年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70多
年的历史都充分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
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扫码看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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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拼命“卷”出圈就算赢了吗

我说 文化墙被吐槽“像灵堂”，问题出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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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文旅部门还要思考，如何变“流量”为“留量”，变
“爆红”为“长红”，推动地方旅游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哈尔滨旅游突然爆红，也让各
地文旅局不甘充当“旁观者”，开启

“内卷”模式。1 月 12 日，河北旅游
改名为“河北文旅”，一口气发了 70
多条内容，并且率先宣布，“山河四
省互不内卷条约”结束。吉林文旅
也是连夜改名。眼尖的网友发现，
河南文旅和山西文旅，开启 24 小时
工作模式，半夜都在输出内容。一
些地方文旅部门公开喊话，邀请本
地演艺界明星“回家”，期待出圈的
心情溢于言表。

1月13日，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
官方视频号“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公 开 喊 麦 发 布 的 一 则 视 频“ 我 姓
苏”，引发网友点赞。

各地文旅部门花式整活，让网
友惊呼过瘾，这才是互联网经济模
式下，现代旅游业的正确打开方式。

无论是哈尔滨旅游爆红，还是

各地文旅“内卷”，都有核心逻辑，即
网红特质。互联网经济背景下，现代
旅游业也发生了质的变化。个性化、
深浸式旅游体验需求，越来越普遍。
看景，更看心情。一个爆火的网红就
可能带动一座城市旅游的发展。

哈尔滨旅游爆红，包括 2023 年
春夏淄博烧烤的火爆，根本逻辑是
一样的。其中，除了地方的社会综
合治理能力和旅游环境的打造，还
离不开游客的互动传播。在人人都
是麦克风的互联网时代，每一名游
客的旅行体验，也可能成为地方旅
游文明程度的一场直播。某种程度
上讲，谁能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谁
能满足游客的情绪需求，谁就能抓

住游客的心，谁就可能率先“破圈”。
互联网时代，每个人都可能成

为网红，城市也一样。各地文旅部
门花式揽客，说明文旅部门具备“网
红意识”，争做显眼包，这是网友乐
见的。其实，淄博烧烤出圈后，各地
文旅也抄过作业，但真能火起来的，
并不多。

哈尔滨旅游走红，并非偶然。黑
龙江省文旅部门负责人曾坦言：“已
经做了一年的准备”“游客需要什么，
我们就上什么 ”。可见，哈尔滨的“密
码”是细致周到的服务。哈尔滨旅游
有令人羡慕的丰厚家底，游客来了不
愁没得玩，但资源并非王道。现在的
旅游主打一个体验感，没有服务的加

持，再好的山水，在游客的眼里也只
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无法实现

“山水含情”。在互联网时代，秉承老
一套的旅游治理观念，“靠山吃山，靠
水吃水”，行不通了。

出圈不可能一蹴而就，提供优
质的旅游产品和服务，更非一日之
功，“流量密码”并非不可复制。除
了思维方式的转变，根本一点在于，
地方能不能俯下身子，能否充分利
用自身资源，把工作做细、把服务做
优，让游客感受到诚意。

地方文旅部门还要思考，如何
变“流量”为“留量”，变“爆红”为“长
红”，推动地方旅游经济可持续、高
质量发展。而这些需要的是地方精
细化治理和绣花功夫，把游客遇到
的大小问题，一件件解决，把旅游市
场存在的各种不足，一点点完善。

现代快报/现代+评论员 曹玉兵

1 月 14 日，封面新闻报道了四
川省宜宾市叙州区柏溪街道一道文
化墙被市民吐槽“像灵堂”，当地宣
传部回应称系“审美不一样”的消息
后，迅速登上微博热搜，引发网友热
议。多数网友对这一回应不买账，
认为“要大家看着美才叫美！”（1月
15日澎湃新闻）

网友的回怼，是对有关部门回
应的一次有力回应。

网友的观点，表达了公众对美
的朴素理解和追求。尽管美和丑，

是个主观问题，毕竟萝卜白菜，各有
所爱。但是白底加黑字，确实让人
想到灵堂的布置。文化墙可以怀
旧，但不能让人感觉瘆得慌。

近年来，一些城市出现过“清明
风”招牌，在网友嘲讽中匆忙整改，
可这一次，“审美不一样”式回复却
没有表现出应有的谦抑，说明问题
并没有被意识到。

城市精细化管理，必须适应城
市发展。文化墙的设计，一定要考
虑到大众的审美倾向和情感共鸣，

避免引发不必要的争议。要注重文
化传承与创新融合，根据区域功能、
道路特点、建筑特色等，统筹规划、
合理布局，综合考虑白天环境美化
和夜间景观亮化，达到与街区文化
特色相融合、与主体建筑风格及周
边环境相协调的整体效果。

城 市 形 象 标 识 ，是 个 专 业 问
题。但市民是城市的主人，文化墙
美不美，应该由广大市民说了算。
希望有关方面尽早将“像灵堂”的文
化墙整改到位。 扬州 维扬书生

多办自助式婚宴
不 久 前 ，我 参 加 了 一 场 婚

宴。大厅里约有 20 桌,每桌安排
23 道菜及高档酒水。宾客离场
后，每桌菜肴都剩了半数以上，其
中不乏海参、龙虾等昂贵菜肴。
最后上的主食、水果盘几乎没人
动过，每人一例的汤羹也有整份
的留在桌上，酒水也剩余差不多
一半。虽然主家也打了包，但未
必能“消化”完。为了遏制婚宴食
品浪费，我认为不妨多举办自助
式婚宴。不仅有利于消费者，也
有利于酒店的经营。 南京 王建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