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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全媒体记者 陈 璋

随 着 暑 期 旅 游 旺 季 到 来 ，北 京 、上 海 、江 苏 、

四 川 等 地 相 继 宣 布 ，除 了 部 分 游 客 承 载 力 不 足

的 热 门 景 区 、文 物 保 护 等 级 高 的 文 博 场 馆 以 及

生 态 环 境 比 较 脆 弱 的 自 然 保 护 区 外 ，其 他 景 区

全 面 取 消 实 名 制 预 约 。 此 举 一 出 ，引 起 广 泛 关

注 。

当 下 ，大 多 数 景 区 都 在 执 行 实 名 预 约 制 ，其

目 的 是 精 准 识 别 游 客 、控 制 参 观 人 数 、防 止“ 黄

牛 ”倒 票 牟 利 等 。 但 笔 者 梳 理 发 现 ，许 多 景 区 的

游 客 人 数 常 年 达 不 到 景 区 最 大 承 载 量 ，预 约 制

作 用 不 大 。 预 约 需 要 线 上 操 作 ，流 程 复 杂 ，对 老

年 人 、残 疾 人 、中 小 学 生 等 群 体 不 够 友 好 。 同

时 ，一 些 景 区 的 预 约 系 统 时 常 出 现 故 障 ，反 而 给

人 带 来 不 便 ，甚 至 出 现 个 人 信 息 泄 露 等 问 题 ，让

游 客 体 验 感 下 降 ，由 此 引 发 的 投 诉 也 层 出 不

穷 。 而 且 ，即 便 游 客 把 要 去 的 景 点 都 提 前 预 约

好 了 ，万 一 中 途 有 点 变 化 ，就 要 打 乱 所 有 计 划 ，

最 终 取 消 整 个 行 程 的 比 比 皆 是 。“ 过 度 预 约 ”现

象 不 仅 给 游 客 带 来 负 担 ，还 让 他 们 瞻 前 顾 后 ，不

敢 、不 愿 去 旅 游 。

纠 正“ 过 度 预 约 ”恰 逢 其 时 。 此 次 各 地 纷 纷

取 消 实 名 预 约 ，取 消 不 必 要 的 实 名 登 记 、人 脸 识

别 、电 话 号 码 、身 份 证 号 登 记 等 举 措 ，释 放 的 信

号 非 常 明 确 ，即 一 切 从 方 便 游 客 的 角 度 出 发 ，回

归 免 约 、免 登 记 、免 刷 证 直 接 进 的 状 态 ，方 便 旅

游 企 业 开 发 设 计 产 品 ，提 高 游 客 的 体 验 感 和 满

意 度 ，最 大 限 度 满 足 游 客 的 参 观 游 览 需 求 。 当

然 ，景 区 取 消 预 约 也 不 要 一 哄 而 上 、一“ 消 ”了

之 ，而 应 多 措 并 举 ，强 化 精 细 化 管 理 和 人 性 化 服

务 ，不 断 完 善 配 套 设 施 ，提 升 管 理 水 平 和 服 务 质

量 ，通 过 实 时 监 测 游 客 流 量 变 化 ，适 时 采 取 限 流 错 峰 等 措

施 ，为 游 客 营 造 更 加 放 心 、安 心 、舒 心 的 旅 游 环 境 。

消 费 是 拉 动 经 济 增 长 的 重 要 引 擎 ，只 有 通 过 取 消 实 名

预 约 等 方 式 改 善 消 费 条 件 、创 新 消 费 场 景 ，不 搞 一 刀 切 ，实

施 科 学 管 理 ，才 能 真 正 增 强 消 费 能 力 ，实 现 原 则 性 和 灵 活

性 相 统 一 ，使 文 旅 消 费 潜 力 充 分 释 放 。 期 待 类 似 的 人 性 化

服 务 措 施 不 断 推 出 ，破 解 文 旅 市 场 发 展 难 点 、痛 点 ，助 推 文

旅 产 业 提 质 升 级 。

让世界听见中国歌声
本 报 讯 （全媒体记者赵影）“我非常喜欢这首歌曲，具有强

烈的民族特色，能和大家一起表演让我觉得很幸福。”7 月 3 日，

西班牙卡斯蒂利亚拉曼查大学孔子学院的学员 Moira 女士与南

昌大学师生合唱歌曲《掀起你的盖头来》，感受中国歌曲独特的

艺术魅力。

由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主办、南昌大学承办的

2024 年“汉语桥”西班牙青少年汉语文化夏令营日前开营，共有

29 名师生走进南昌大学，在歌曲教唱活动中增强学习汉语的兴

趣、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南昌大学艺术学院音乐系

副教授李红青表示，希望通过具有中国特色的歌曲教唱，让西班

牙师生沉浸式体验汉语文化，增进中外学子间的交流，让世界听

见中国歌声。

免费拍照善举获赞

汛期，南昌连续多日暴雨。6 月 20 日，

阿呆起了个大早，可乡村道路被淹以及路

面打滑，他赶到南昌市新建区联圩镇东岸

村委会办公大楼时，迟到了 10多分钟。

东岸村委会办公楼一楼堆满了防汛物

资，村干部将拍摄地点安排在二楼会议室，

而现场来拍照的老人，有的坐轮椅，有的拄

拐杖，爬楼困难。于是，阿呆临时换了拍照

地点，改在村委会办公楼隔壁的芳庭生态

希望小学一楼的空置教室。“这样，老人就

不用请人帮忙上下楼。”阿呆说。

当天，老人们从四面八方赶到东岸村

拍照现场。“别害羞，大爷，您的手可以握着

奶奶的手！”阿呆半蹲着，给年过八旬的熊

本治夫妇拍照，“他们极少拍照，面对镜头

有些紧张。”熊本治夫妇结婚快 60 年，没拍

过结婚照，得知阿呆到村里帮老年人拍照，

他们走了 2 公里路，穿了一身新衣服，前来

补拍一张“结婚照”。

“像我这样，挺起胸，不驼背，看起来才

精神。”阿呆给另一位老人熊本样作示范。

现场，阿呆为涂金花一家拍了“四世同

堂”照，孙沐香老人抱着老伴遗像拍了“合

影”……“我们这辈人啊，一辈子也没留下

几张照片，太谢谢小伙子啦！”在场的爷爷

奶奶不停地称赞阿呆的善举。

公益之路充满曲折

拍摄完成后，阿呆现场打印照片，精心

装裱后送到老人们手中。纸箱里的相框越

来越少，老人们拿到照片，脸上的笑容却越

来越多。

阿呆说，这次来东岸村给老年人拍照，

是南昌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相框由

上海瑾懿印务科技公司捐赠。“现在公益事

业走上了正轨。”阿呆说，许多爱心人士通

过微信朋友圈、抖音号、视频号、微博等联

系他，捐赠一些拍照的必需品。

其实，阿呆的公益之路充满了曲折，能

长期坚持下来并非易事。

“小时候我两个姐姐都在外地打工，我

27 岁时才拍第一张全家福。”2014 年春节，

还在赣南师范大学读大四的阿呆就开始免

费给自家附近乡村的老年人拍全家福。之

后，学弟学妹们也加入，为乡村老年人免费

拍照的范围也扩大了。

2016 年夏，已毕业两年的阿呆在抖音

号上收到一封私信，希望阿呆能去泰和县

的山里给老年人拍照，他应允了。天刚亮，

他就从南昌的出租屋坐公交到火车站，坐

绿皮火车到泰和县城，乘坐摩的到泰和汽

车站，转客车到镇上，然后等私信人的三轮

车进山。“现在开车过去只要 3 小时，我当

时花了八九个小时。”阿呆回忆起往事，历

历在目。而他当时一个人背着相框、相纸、

背景布等，差点累虚脱了。

“刚毕业的两三年，一直借钱度日。”在

泰和县拍完后，阿呆感受到了生活的压力，

他不得不放弃公益之路，专门给商业平台图

库供稿。一年后，他还清债务，回归公益。

“不能借钱做公益，我开始接拍婚礼照、

毕业照等工作，赚钱反哺公益事业。”阿呆说，

现在能养活自己了，2020 年还买了小汽车，

到一些偏远乡村为老年人拍照，省时又省力。

不负众望坚持下去

阿呆自嘲道，抖音号、视频号取名“阿

呆走江西”，另有一个原因，他个子矮，胖胖

的 ，看 起 来 呆 呆 的 ，所 以 取 名“ 阿 呆 走 江

西”。目前，“阿呆走江西”抖音号、视频号

既推介了莲花血鸭、临川牛杂粉等美食，以

及广昌白莲、赣南脐橙等农产品，也推介了

吉安、九江等城市……

“拍照地点多在偏远乡村，有时候花两

三天时间，老乡会留我吃饭，所以我吃的是

百家饭。有床板就睡床板，没床板就睡沙

发。”阿呆说，当初他的公益事业，靠学弟学

妹支撑，现在有更多社会爱心人士鼎力相

助，尤其是得到了团省委支持。

有社会各界支持，还有一幕幕令人动

容的场景，这是阿呆坚持走公益之路的理

由。有一次，他在萍乡一个偏远乡村为老

人拍完照，老人告诉他，自己身患绝症，这

是一张遗照，并包了 6 元红包给阿呆。老

人含着泪说，这个红包是祝福有爱心的阿

呆六六大顺。执拗不过，阿呆收下了这个

红包，内心却久久不能释怀。“这是我公益

路上唯一一次收钱。”阿呆说，事后他把这

6元捐给了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这 两 三 年 ，阿 呆 每 年 为 8000 多 位 老

年人拍照片，并制作好送给他们。他说，

公 益 之 路 会 继 续 走 下 去 ，会 有 更 多 感 人

故 事 、更 多 推 介 江 西 的 内 容 出 现 在 抖 音

号、视频号。

““阿呆阿呆””不呆不呆 因为有爱因为有爱
本报全媒体记者本报全媒体记者 余红举余红举 赵赵 影影 实习生实习生肖肖 琰琰

当年轻人拿着智能
手机自由拍摄时，在一些
偏远乡村，留守老人除了
证件照之外，很少有正式
的彩色照片。婺源县“90
后”小伙戴继民由此开启
他的公益之路——免费
为乡村留守老人拍照。

戴继民抖音号、视频
号用“戴”字的谐音，取名

“阿呆走江西”，老年人亲
切地喊他“阿呆”。“阿呆走
江西”记录了戴继民的公
益之路，也推介江西地方
特色文化、美食、风土人
情。

“目前有 4.1万粉丝，
哪怕只有 1个粉丝，我也
会认真做好每期视频。”7
月5日，阿呆告诉记者。

7 月 6 日，小暑节气，湖口县生态巡护

员雷小金和队友沿着鄱阳湖湿地展开巡

查。这些原本以捕鱼为生的专业渔民，4
年前变为生态巡护员。不变的是工作地

点，变化的是工作方式。

2020 年，该县整合各项自然资源管护

资金，开发利用公益性岗位吸纳转岗湿地

渔民就业，优先选聘沿江沿湖 10个乡（镇、

场）的湿地渔民为生态巡护员，守护总长

54 公里（长江岸线 24 公里、鄱阳湖 30 公

里）江湖岸线湿地安全。

“被聘为生态巡护员的渔民有 66 人，

他们每天在责任区内水域及周边山林巡

护，每人每年工资约 2万元，加上湿地生态

补偿等各类政策性补贴，人均年收入 3 万

余元。”湖口县林业局野保站负责人余祖

德介绍。

“我们没有其他技能，50 多岁出去找

工作也很难。”雷小金说，没想到在家门口

成了一名“生态保安”。

在余干县康山大堤，袁阳宝顶着烈日

巡湖，协助有关部门打击非法捕捞、捕猎，

保护江豚和候鸟。袁阳宝在鄱阳湖捕了

30 多年的鱼，2021 年上岸，当起了湖区巡

护员，实现从捕捞者到守护者的转型。

永修县结合退捕渔民就业安置需要

和禁捕监管实际需求，遴选了 20 名退捕渔

民充实到巡湖队伍中。队员们每天在熟

悉的鄱阳湖、修河和潦河永修段分段巡

逻，实现全流域巡查，协同配合水上执法

检查。

“我们全力以赴帮助退捕渔民再就

业，保障他们的长远生计，让渔民退得出、

稳得住、有保障、能发展。”永修县农业农

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2023 年，该县就业

创业服务中心已为 128 户退捕渔民发放创

业担保贷款 2367.88 万元，为 19 名退捕渔

民发放一次性创业补贴 9.5 万元，开发公

益性岗位 137个。

鄱阳湖畔的余干县禁捕退捕转产转

业蔬菜种植基地郁郁葱葱、瓜果满园，一

辆辆大货车从基地仓库驶出，将新鲜瓜果

运到省外市场。

余干县瑞洪镇针对渔民多的实际情况，

建立渔民转产转业蔬菜种植基地，吸纳当地

100余名渔民就业，人均年收入4万元以上。

“我在种植基地干活，同时还承担 5亩

地的管理任务，有提成、分红，月收入 6000
多元，还能照顾孩子和家里的老人。”转产

渔民张小华在水上生活多年，上岸后不懂

种植技术，当地通过举办多场技术培训，让

张小华这个种植门外汉掌握了过硬的技

术，成了种植基地的技术骨干。

省农业农村厅禁捕办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我省对愿意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的

退捕渔民，由农业农村部门利用新型职业

农民培训等渠道，有效开展培训，确保其

掌握 1 至 2 项农业生产职业技能。对有意

愿进入工业园区企业就业和自主创业的

退捕渔民，由人社部门加强对接服务，组

织开展就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让他们

至少掌握 1 门实用技能。同时，将退捕渔

民认定为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纳入职业

技能培训补贴范围。

据悉，自长江、鄱阳湖 10 年禁渔全面

实施以来，我省在全国率先出台渔民基本

养老和转产就业指导意见，将所有符合条

件 的 6.3 万 名 退 捕 渔 民 纳 入 相 应 社 保 范

畴，实现应保尽保。同时，强化产业帮扶

和创业扶持，全省 5.04 万名有劳动能力和

就业意愿的退捕渔民实现转产就业。

上岸护生态，转产学技能——

退捕渔民开启新生活

城市有爱 生活无“碍”
本 报 吉 安 讯 （全媒体记者曹诚平 通讯员吴丽君）“无障

碍环境设施总体不错，体验感很好！”近日，吉安县残联组织本

单位工作人员、县无障碍环境建设督导员、县人民检察院相关

负责人等 30 余人，来到吉安县妇幼保健院、将军公园、汇金广

场、国光超市等场所，现场体验盲道、轮椅通道、无障碍电梯、

无障碍停车位、无障碍卫生间等无障碍环境建设、运行和管护

情况。

对发现的问题，体验人员当场向相关单位进行反馈，并提

出有针对性的改进意见，要求其在后续建设中严格按照无障

碍环境设施建设标准，进行人性化、实用化改造，进一步保障

残疾人、老年人等群体的出行安全和便利。

吉安县残联负责人介绍，通过邀请县人民检察院等单位

工作人员参与现场督导体验活动，可实现信息互通，有利于交

流互动，协同配合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让残障人士感受到城

市温度。

为 倡 导 健 康 生 活 理 念 ，推 动 盲 人 积 极 参 与 社 会 生

活 ，近 日 ，全 省 首 届 盲 人 微 型 马 拉 松 活 动 在 吉 安 市 青 原

区 滨 江 北 大 道 鸣 枪 开 跑 。 视 障 跑 者 和 井 冈 山 大 学 学 生

领 跑 志 愿 者 共 76 人 参 加 活 动 。

本报全媒体记者 侯艺松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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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全媒体记者 徐黎明

7 月 5 日，位于南昌市湾里管理局罗

亭镇的政通花卉园艺基地里，员工们正忙

着浇水、搬花。而在几百米外的南昌市神

农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葡萄种植基地，数十

名工人穿梭在大棚里，熟练摘下果实。

罗亭镇地处梅岭国家森林公园范围

内，紧邻 105 国道和南昌绕城高速，生态环

境优美，交通便利。近年来，该镇紧紧围

绕三产融合，大力发展花卉和水果种植、

农业休闲旅游等，在帮助村集体增收的同

时，还带动 165 名群众实现本地就业，收入

稳定增长。

“老祝，还差一箱千日红就可以发车

了，帮我把花搬过来。”听到呼喊，正在政

通花卉园艺基地洒水的祝先诚停下手中

的活，很快就把鲜花装上货车。

50 岁的祝先诚是罗亭镇义坪村的脱

贫户，两个儿子均在读书。2020 年，义坪

村引进政通花卉园艺有限公司，打造花卉

种植基地，村干部结合基地用工需求，邀

请村民来基地务工。很快，祝先诚就成了

这里的一名园艺工人。

“起初他对种花一窍不通。后来，基

地为工人开展培训 ，现在他不仅能认清

基 地 所 有 的 花 卉 品 种 ，还 能 完 成 施 肥 、

松 土 等 养 护 工 作 。”义 坪 村 干 部 告 诉 记

者，如今祝先诚年收入超 5 万元，生活越

来越好。

去年开始，政通花卉园艺有限公司又

在基地旁打造了“花溪谷”，主打民宿、研

学和休闲旅游等，吸引了许多年轻人来此

工作，25岁的李艳便是其中之一。

“您好，请问需要什么咖啡？”听到顾

客的回复后，李艳很快便调制出一杯香浓

的拿铁。“两个月前，我通过应聘来到这

里，主要负责饮品制作。这里工作环境很

好，离家又近，比在外地打工强多了。”李

艳对记者说。

“经过几年发展，该基地年生产时令

性草花 2000 多万盆，年销售额近 1500 万

元。”政通花卉园艺有限公司负责人杨小

龙说，在带动就业方面，公司有固定员工

50 多 人 ，基 本 都 是 周 边 群 众 ，平 均 月 薪

5000 元。“到了旺季，我们还会临时聘请村

民务工，最多的时候有上百人。”

作为另一项特色产业，葡萄种植同样

是罗亭镇加快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就业的

重要抓手。7 月 5 日下午，记者来到南昌

市神农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葡萄种植

基地，只见一串串葡萄已经挂果。

57 岁的张东莲在这务工已有三年多，

主要负责剪枝、采摘等工作。“丈夫去世多

年，我平时就在家里帮忙带孙子。现在每

年大部分时间都在这里工作。”

南昌市神农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负责人符垂荣告诉记者，该公司年产葡萄

3 万余公斤，产值 100 多万元。每年 3 月到

9 月，都是用工高峰，工人数量每天保持在

30 多人。“都是周边五六十岁的村民，平时

很难就业。他们在基地一天工作 8 小时，

收入 120元至 180元。”

“不论是花卉种植还是葡萄种植，我

们将力争打造多个样板基地 ，通过民营

龙头企业带动群众就业的同时 ，吸引更

多 人 一 起 创 业 。”罗 亭 镇 党 委 副 书 记 唐

翰 卿 表 示 ，该 镇 将 加 强 党 建 引 领 ，发 动

各 村（社）、场 党 支 部 书 记 带 头 服 务 ，共

同做好产业高质量发展和群众高质量充

分就业文章。

花果基地务工忙

张 东 莲（左）正 在 采 摘 葡 萄 。 本报全媒体记者 陈 璋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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