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年5月9日 星期五时评责任编辑：刘晓丹 组版编辑：王斌 校对：戴小玲2

藏着服务理念大文章

中工网：“一顿餐”盘活了公共资源，提升了服务效

能。近年来，不少政府机关“画风”转变，背后是服务理念

的转变。从治理到服务，一餐饭、一车位，就是生动的诠

释。当然，并不是说各地政府机关都要“照抄作业”。重要

的是，能否从各地“打样”做法中，学到理念，扮演好服务型

政府角色。

开放机关食堂也好，提供免费停车位也罢，不失为解

决燃眉之急的举措，但长远来看，文旅目的地的城市管理

者任重道远。比如，如何提升整个地区的服务与接待能

力，游客吃得放不放心、安不安全？住得卫不卫生、舒不舒

心？交通便不便利、堵不堵车？价格公不公道、有无宰客

等等，这需要当地扶持和培育更多市场主体、提升整体服

务能力，需要进一步做好城市公共服务长远规划与建设，

做好市场监督与管理等等。所有这些涉及更长远、更系

统、更复杂的工作，以及更重要的能力提升。

不只是“干饭”那么简单

济南时报：从深层次看，机关食堂变身“人民食堂”还

惠民。据报道，“五一”假期，荣昌政府食堂的菜品包括荣

昌卤鹅、黄凉粉等20余道荣昌味道小碗菜，定价为3元、5

元、8元、10元，还有18元的两荤两素套餐，游客可“一站

式”品尝荣昌本土特色美食。在旅行中，餐饮支出是不可

忽视的开支，机关食堂的餐食平价惠民，降低了外地游客

的餐饮成本。

此外，机关食堂在食材采购、加工制作、餐具消毒、明码

标价等环节，让游客更有安全感。正如一些游客所说，在外

面吃饭，不光是价格问题，还有食品安全问题、诚信问题，

“政府机关食堂提供的饭菜，最起码让我们感觉吃得安

全”。由此可见，游客涌进机关食堂，不只是到此“干饭”那

么简单，他们追求的是高性价比的餐饮、有安全感的餐饮。

哪怕是在旅游旺季，游客也可以追求高性价比餐饮，高性价

比餐饮并非与旺季天然对立，更不要说有安全感的餐饮了。

政府机关没“大食堂”怎么办？

新华日报：基层政府机关食堂在节假日开门迎客，方

便游客解决用餐问题，这一举动值得点赞。但如果一些基

层政府机关没有这样的大食堂，怎么办？会不会有种被

“卷”的焦虑？会不会冒出“想办法建造个大食堂”的念头？

这些担心并非多虑。譬如，个别地方文旅局长出镜拍

短视频宣传地方文旅资源，在网络上收获流量后，一段时

间内不少地方文旅局长也“赤膊上阵”卷起来，后续的一些

视频并不能给人以美的享受。回到政府机关对外开放食

堂这件事上，其实跟进与否并不重要，关键是各地政府要

给游客创造良好的体验环境。专门去政府食堂吃一顿饭，

恐怕大多数游客不会特意去“打卡”，除非这个食堂恰好就

在风景名胜区附近。但如果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倒不如在

创造良好环境方面好好下一番真功夫。创造并不断优化

包括旅游服务业、创业就业等领域在内的营商环境，始终

是基层政府部门的重要职责，也是分内事。

观点加点料加点料

新闻事件：据多家媒体报道，“五一”假期，对外开放的政府机关食堂变多了。截至5月4日，重庆市荣昌区政

府机关食堂共接待超5.4万人次。与此同时，湖北赤壁、浙江衢州、安徽黟县、江苏东海等多地政府机关食堂纷纷

开门迎客，备受好评。

热点聚焦聚焦 民生热议热议

新闻事件：近两年，打卡科创公司和现代工厂，正成为

一种新风潮。“工厂游”并非新鲜事，但很长一段时间都不

温不火。如今，越来越多工厂向公众打开了大门，并被地

方文旅推介，多地也颁布鼓励工业旅游的政策，为这场变

革按下加速键。

北京青年报：“工厂游”作为跨界旅游的一种类型，并

非只是“开门纳客”如此简单，无论是制造工厂的流水线，

还是各类知名产品的展厅，以及百年老企的博物馆，如何

将产品转化成资源，将工厂改造成景点，将文化演绎成故

事，都需要专业化的要素支撑。为此，需要将工厂作为属

地统一景点进行打造，由相关部门提供政策扶持与专业援

助，不断提高企业参与的主动性与积极性，让工厂的管理

者成为旅游的经营者，让工厂的生产资本变成旅游资源。

经过打造后的工厂不仅成为旅游景点，也为企业多元化发

展提供了新的路径。

同时，充分释放旅游的推广效应，让企业文化获得更

多关注与认可，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能

量。“工厂游”让更多人走进工厂，了解生产的工艺与过程，

不仅是普及制造业生产常识的方式，更是弘扬“工匠精神”

的有效手段。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进工厂，他们在监督产

品质量安全的同时，也会在耳濡目染中对制造业发展有更

为深刻的理解。

让更多人真正走进工厂，为中小学教育、科普研学提

供新的实践空间，对于提升全民工匠精神具有不可替代的

作用。同时，“工厂游”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管理和运营能

力。成熟的“工业游”不仅涉及具体点位的改造与打造，还

关乎提升游客舒适度的经营与调度，企业要获得由此带来

的正向效益，必须开展一次深刻的自我革命，这对于企业

的整体发展都将是一次不可多得的良机。

事实上，“工厂游”所带来的经济、社会和旅游效益，在

很多知名企业身上已有所体现和示范。相信在未来，有了

更多的政策扶持与典型示范，工业旅游将会有更多破局之

举，“工业风”也将会让各地文旅绽放新活力。

媒体观点观点

95后把婚礼搬进火锅店

本期话题：山西省太原市一对95后新人在火锅店

举办婚宴，邀请了140名亲友参加，花费2.25万元，现

场还表演了一段舞狮。

媒体谈

华声在线：当前，传统婚礼流程固化等问题让年

轻人疲于应付。太原这对95后选择在火锅店举办婚

宴，既体现了节俭办婚的导向，更展现了年轻一代对

婚礼本质的重新定义——用轻松承载庄重，以个性替

代套路，为婚俗改革提供了鲜活样本。

年轻人用“火锅婚宴”直击传统婚礼三大痛点：经

济负担重、形式主义浓、主体性缺失。将酒店宴席转

为火锅围炉，既降低成本，又通过自助互动打破主客

隔阂，证明仪式感不在排场，而在真情流露。

该案例成功关键在于“三改”：改场地为生活场

景，增强亲切感；改流程为互动体验，强化参与感；改

开销为合理消费，提升获得感。这种“轻仪式+重内

容”的模式，为基层婚俗改革提供了可复制的操作框

架。

有关部门应建立“负面清单+创新案例”双轨机

制：一方面明确禁止天价彩礼、低俗婚闹等陋习；另一

方面挖掘推广“火锅店婚宴”这类创新实践，通过评选

“新时代新风婚礼”等方式，让移风易俗既有红线更有

标杆。

从太原这对“95后”的“火锅店婚宴”，到年轻人追

求“减负不减爱”的普遍心态，启示我们：新时代婚俗

改革既要守住节俭文明底线，更要相信群众的创造

力。当更多单位、社区主动提供个性化婚礼解决方

案，移风易俗就能从政府要求转化为社会自觉，真正

让幸福回归本真。

网友说

支持派：省钱又走心，把钱花在刀刃上。传统婚

宴动辄人均200元+场地费，而火锅店包场套餐含吃、

喝、玩，性价比直接拉满。

质疑派：婚礼还是要讲究仪式感。婚宴连鱼都没

有，显得不够郑重，亲戚们背后难免有议论。

中立派：形式不重要，幸福才是核心。婚礼是给

自己办的，不是演给外人看的。新人开心、宾客尽兴，

就是成功的。

“五一”假期，政府食堂火了！

病历成商品？织密医疗信息保护机制刻不容缓

为“工业游”按下加速键需要更多破局之举

新闻事件：近日，山东孕妇刘女士突然收到一条加好

友申请：“××月子中心，为您提供专业产后服务。”她心头

一紧——几天前，她刚在当地一家医院和妇幼保健院做完

产检，此前从未在任何机构留下孕产信息。刘女士的遭遇

并非个例，近年来，从明星病历外泄到普通患者就诊记录

被贩卖，医疗信息泄露俨然形成一条成熟的黑色产业链。

工人日报：医疗信息本是患者隐私，却成了不法分子

眼中的“唐僧肉”。当病历成为商品，当隐私变成生意，医

疗信息保护机制的现状令人担忧。

治理医疗信息泄露却面临诸多困境。尽管我国已针

对医疗信息建立了民事、行政、刑事“三合一”法律保护机

制，但在落实过程中还存在短板漏洞。不少单位对医疗信

息的保护意识薄弱，缺乏清晰的隐私界定标准，在员工培

训教育、内控管理、技术防范等环节还存在不足。由于医

疗信息泄露隐蔽性强，相关部门查处的难度大、概率低。

即便相关人员因医疗信息泄露被查处，付出的法律代价可

能远低于其违法收入，这会助长一些人的侥幸心理。

医疗信息泄露也是一种“病”，需要系统疗法、综合“处

方”。作为泄露源头，医疗机构应采用或升级算法加密技

术，对患者的敏感医疗信息实施脱敏处理，从挂号叫号、检

查开药、住院到病历流转、保管、查阅、使用等全面封堵漏洞，

并优化医疗信息分层权限管理机制，确保各科室、各流程只

能访问必要数据。加强对医护人员的隐私保护培训，教育

引导医护人员提升保护患者隐私意识，守住底线，规范操作

行为。利用契约强化第三方的隐私保护责任，让出现信息

泄露问题的第三方承担违约责任。职能部门要依法加大对

涉医疗信息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既处罚信息泄露的

卖家，也处罚非法买家和中间交易平台，斩断黑产链条，同

时拓展追责范围，倒逼医疗机构等主体强化内部管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