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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创雪糕无创意，缘于景区文化无创新
■ 张西流

时事乱炖

近几年来，文创雪糕成为景区文创新

宠，随着夏季到来，各地文创雪糕纷纷“出

圈”，引来打卡热潮。相比市面上的普通雪

糕，文创雪糕的价格不算低，在口感和品质

上却良莠不齐。文创雪糕要长久发展，需

要“忠于品质”。有些景区盲目跟风并不可

取，景区需要立足实际，增强文创产品的文

化性和创意性。（6月27日《工人日报》）

随着国内旅游产业规模扩大，景区文

创产品在种类和数量上大幅增加。文创产

品虽越来越多，但真正能吸引受众关注和

购买的却不多，文创雪糕可算是近年来较

为成功的文创产品之一。一些文创雪糕能

做到“因景而异”，有的还加入特色创意。

但也有景区只是简单照搬，不适合被做成

雪糕的景点也盲目跟风，缺乏创意。文创

雪糕之风刮到今天，并没有停息的迹象，但

雪糕之后是什么、如何实现文创产品持续

创新，仍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事实上，一些文创雪糕简单照搬、盲目

跟风、缺乏创意，只露出了景区急功近利的

冰山一角。此前有媒体报道，全国各地千

百个景区，都在卖同样的“地方特产”。如

一块绣了几朵花的手帕，先后被标榜成了

“湘绣”“苏绣”“蜀绣”“赣绣”……一把普通

的木梳，被“少林弟子”梳遍大江南北；本应

是少林寺景区研发的文创产品，结果不约

而同地变成了“义乌制造”。

文创产品千篇一律，首先源于一些景

区急功近利，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了

营运模式的创新和旅游衍生产品的打造。

同时，文创产品普遍存在雷同化现象，从小

处讲，是一种文化懒惰行为；从大处讲，对

文化创意缺少应有的尊崇，对知识产权缺

乏应有的敬畏。特别是，文创产品千篇一

律，对于景区来说，是公共资源的一种浪

费；而对于消费者来说，则是一种欺骗。文

创雪糕简单照搬、盲目跟风、缺乏创意等，

便是典型例证。换言之，文创雪糕无创意，

缘于景区文化无创新。

因此，当今的景区建设和发展过程，实

际上是历史文化积淀和历史文脉延续的过

程，是景区多元文化互动交融、文化内涵和形

式不断创新的过程。具体到文创雪糕，应该

有文化基因，重视责任，同时持续谋求创新。

“修眉每根88元”宰顾客是害自己
■ 胡建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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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高温权益”不再只是“纸上画饼”
高温酷暑季节即将

来临，全国总工会日前印

发《关于做好2021年职

工防暑降温工作的通

知》。发文明确，各级工

会要督促用人单位“按规

定发放高温津贴”。但记

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高温津贴的发放呈现“冷

热不均”的现象。(6月27日《工人日报》)

高温津贴落实难已是一个老话题了，

每年夏季，高温津贴都会引发热议，“冷

热不均”的现象也长期存在，比如，在国

企高温津贴的落实情况普遍较好，大型

民营企业则次之，最差的就是建筑行业，

鲜有“高温津贴”这一选项。另外，像快

递员、外卖员等“网约工”是否属于高温

津贴发放对象，目前没有明确的法律法

规，让不少暴晒在烈日下的“网约工”，享

受不到高温津贴。

夏季高温期，也是户外作业事故高发

期。长时间高温作业，有可能危及职工生

命安全。而近年来，随着全球变暖，高温天

气也变得越来越频繁，这也让需要高温作

业的劳动者在夏季变得更难捱。而高温补

贴等劳动权益却难以得到有力保障，更是

让劳动者的健康权受到严重损害。

保障高温作业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不

仅要解决高温津贴落实难问题，还要做好

其他的高温天气劳动保护。比如不少建筑

工人、环卫工人、外卖骑手等，没有与用人

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一旦在高温作业时中

暑，进行工伤认定就很困难。另外，对于重

症中暑的现场救治，也容易陷入误区。

对此，一方面要着力解决高温津贴落

实难。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让高温津贴能

够与工资挂钩，如用人单位不按照规定发

放高温津贴，则视为克扣劳动者工资的违

法行为予以惩治;另外，相关部门也要加强

对用人单位的监督与管理，这样才能切实

解决高温津贴落实难问题。

另一方面，要全面落实高温天气劳动

保护。高温天气，用人单位应当根据生产

特点和具体条件，采取合理安排工作时间、

轮换作业、适当增加高温工作环境下劳动

者的休息时间和减轻劳动强度、减少高温

时段室外作业等措施。

要保护好高温下的劳动者，需要全力

通堵点、破难点、清痛点，让高温劳动保护

落到实处，让“高温权益”不再只是“纸上画

饼”，而成为劳动者切实拥有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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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的郑先生去一家震轩美容美发

店理发，被推荐做了修眉。他说当时自己

选了88元这档的，做完以后，店员才跟他

说是 88 元一根，要收他 5000 元。而且他

觉得，这眉毛做得也不行，又粗又黑，还有

高低。审美这事儿因人而异，可这价格是

否合理呢？店员说，她跟郑先生说得很清

楚，还录音取证了。（6月26日中新网）

原本做一次修眉只要 88 元，没想到

却变成了 88 元一根，好在这位顾客眉毛

不算太多，收他 5000 元，不然，可能万元

还不止。这几年，顾客在理发店被宰的

事情屡屡发生，关键是美容美发行业准

入标准较低，经营人员良莠不齐，助长了

美容美发业的宰客之风。另外，消费者

维权意识淡薄也是屡屡出现“天价头”的

原因。这个店敢这样宰客，说明他们肯

定不是第一次做这样的事，出现这样的

情况，大多数消费者因为涉及金额不是

特别巨大，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

理，选择忍气吞声，少有顾客与不良商家

一争到底的。即便遭遇“宰客”现象，“宰

客”的不良商家不会向顾客提供有效消

费凭证，使顾客的维权行动遇到重重障

碍，往往不了了之。

无规矩不成方圆。美容美发市场之

所以乱象丛生，根本原因在于缺乏明确

的行业准入标准、服务收费标准和违规

处罚标准。出现欺诈现象往往无据可

查、无法可依，难以进行有效惩处。像本

案中，这家美容美发店既没有讲清楚收

费方式，也没有通过张贴价目表、出示价

目本等方式尽到告知义务。“天价修眉”

看起来宰的是顾客，实际上宰了自己。

商家要想做大做强，必须热情待客，诚信

为本，微利经营。欺诈顾客，说轻一点是

唯利是图，说重一点就是抢劫勒索，更是

自寻“绝路”。试想，这个商家此事一曝

光，还有谁敢到这家美容美发店去美容

美发？如果商家抱定有一个宰一个坑一

个的心理，生意就算做到头了，恐怕到时

候哭的还是自己。

细节告诉你
身边的人谁最靠谱

经历越多越发现，一个人最大的吸

引力，就是踏实与靠谱。靠不靠谱，看这

三个细节就知道了。一是，为人正直、有

原则。二是，做事守信、重诺言。三是，

不贪便宜、不算计。愿你我都能与靠谱

之人同行，也都能成为靠谱之人，一路向

阳，不负时光。 @人民日报

自律，不过是
懂得自己为自己负责

人这一生，付出和回报是成正比

的。想要好身材，就要控制饮食，坚持锻

炼；想要有进步，就要克服懒惰，努力拼

搏。自律苦不苦？苦。但这种苦很值，

它能激发你的潜能，带给你更好的生

活。自律的人，不过是想把未来掌控在

自己手中，并懂得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人民日报

■ 戴先任

喜
降
﹃
甘
霖
﹄

王
恒/

漫
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