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秋过后，“秋老虎”发威。8月9日，上饶市区热浪滚滚，暑气蒸腾，而距此60公里的上饶市广信区五府山镇，却是清凌凌的水，蓝莹莹的天，凉风
阵阵，舒适宜人，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戏水休闲，避暑纳凉。近年来，五府山镇依托国家森林公园等得天独厚的“凉资源”，大力发展避暑经济，涌现出
近百家民宿，为乡村旅游产业化开启了新路径，助力村民增收致富。

核 心 提 示

近 日 ，据《法 治 日 报》报 道 ，有 不 少 家 长 反 映

孩 子 在 暑 假 期 间 使 用 的 一 些 学 习 类 、运 动 类 、工

具 类 手 机 软 件（以 下 简 称 APP）不 仅 娱 乐 性 强 、

充 斥 大 量 广 告 、诱 导 充 值 消 费 ，还 蕴 含 一 些 低 俗

视 频 等“ 擦 边 ”内 容 ，极 易 给 未 成 年 人 造 成 不 良

影响。

如 今 ，APP 已 成 为 未 成 年 人 学 习 、娱 乐 和 社

交 的 重 要 渠 道 之 一 。 尤 其 在 暑 假 期 间 ，不 少 中

小 学 生 利 用 App 进 行 辅 助 学 习 、任 务 打 卡 、日 常

记 录 等 ，这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体 现 了 未 成 年 人 学 习

方式的多样化和自主性。

然 而 ，与 其 他 主 打 娱 乐 、社 交 属 性 的 APP 不

同 ，这 些 打 着 辅 助 学 习 名 义 的 APP，使 用 人 群 以

未 成 年 人 为 主 ，但 里 面 包 含 的 过 度 娱 乐 化 和 少

儿 不 宜 的 广 告 ，不 仅 影 响 其 正 常 使 用 ，还 会 对 未

成年人造成不良的价值引导。

因 此 ，面 对 种 种 乱 象 ，学 习 类 APP 亟 待 整

治 。 首 先 ，强 化 监 管 执 法 。 在《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未 成 年 人 保 护 法》《未 成 年 人 网 络 保 护 条 例》等

法 律 法 规 中 ，都 已 明 确 禁 止 网 络 应 用 中 出 现 危

害 未 成 年 人 身 心 健 康 的 内 容 。 有 关 部 门 应 当 依

据 已 有 的 法 律 法 规 ，对 这 类 APP 的 责 任 主 体 进

行 规 范 ，严 格 监 管 、打 击 这 种 名 义 上 是 未 成 年 人

学 习 、运 动 工 具 ，实 则 暗 藏 不 良 内 容 ，利 用 未 成

年 人 好 奇 心 理 引 流 变 现 的 操 作 ，且 应 当 制 定 更

为 严 格 的“ 负 面 清 单 ”，精 准 打 击 违 规 行 为 。 其

次 ，对 于 学 习 类 APP，尤 其 使 用 对 象 为 未 成 年 群

体 时 ，平 台 方 应 当 履 职 尽 责 ，提 供 与 此 相 符 的 管 理 服 务 ，发

现 问 题 软 件 及 时 下 架 处 理 ，避 免 监 管 不 力 导 致 功 能 被 滥

用 。 此 外 ，学 校 要 强 化 日 常 的 法 治 宣 传 ，提 高 未 成 年 人 的 网

络 风 险 防 范 意 识 ，家 长 也 要 做 好 监 督 ，对 孩 子 使 用 的 APP 进

行 把 关 ，发 现 不 良 APP 及 时 向 有 关 部 门 和 平 台 投 诉 举 报 ，营

造“ 问 题 软 件 人 人 喊 打 ”的 社 会 氛 围 ，还 给 孩 子 们 一 片 洁 净

的网络学习空间。

一一 为快为快吐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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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5 日 ，位 于 安 远 县 欣 山 镇 下 庄 村 的 百 香 果 种 植 基 地

内 ，游 客 们 正 在 采 摘 。 近 年 来 ，该 县 全 力 打 造 粤 港 澳 大 湾 区

“ 果 园 子 ”，鼓 励 村 民 种 植 百 香 果 、翠 冠 梨 等 特 色 水 果 ，大 力

发展采摘经济，推动农旅融合发展。

本报全媒体记者 曹章保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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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群众巧搭“就业桥”
本 报 宜 春 讯 （全媒体记者侯艺松 通讯员李淑朝）“请问您

想找什么类型的工作，对于薪资待遇、上班时间有具体要求吗？”

8 月 10 日，宜春市袁州区柏木乡便民中心的“5+2 就业之家”内，

前来咨询的群众络绎不绝，“5+2 就业之家”负责人卢庚连询问

并记录求职者的求职意向，针对性推荐就业岗位。

据悉，该乡便民中心在工作中发现，前来咨询办理失业保险

相关业务的群众占比较高，然而失业保险只是一种临时补偿，这

部分群众急需的是就业机会。于是，该乡立即安排专人与区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对接，并发动干部收集城区、工业园等辖区内

用人单位的招聘岗位，逐步打造一个全乡覆盖、一体便捷的就业

平台——“5+2就业之家”。

为让辖区群众了解和使用这个平台，该乡采取“线上+线下”

宣传形式，通过干部入户走访，向群众发放政策宣传单以及招工

宣传手册，详细介绍各用人单位基本情况和招聘要求，并耐心记

录求职者的需求，以便针对性推荐就业岗位，同时，依托村组微信

群，线上定期转发招聘信息、就业政策等，提高群众就业积极性。

如今，柏木乡已精心搭建 14 个“5+2 就业之家”，构建了全乡

覆盖、便捷高效的一体化就业公共服务体系，提升了公共就业服

务能力。

五府山下六腑清凉

小车在山路上行驶，车窗外，竹海茫

茫，目之所及，只见青绿。峰回路转，一个

民族风情浓郁的村庄映入眼帘，在青山绿

水的映衬下，仿佛一幅清淡婉转的水墨画，

这里就是五府山镇船坑畲族村。

船坑畲族村四面环山，一栋栋民房掩

映在河两边，错落有致。“五府山东南山区

海拔在 1000 米以上，气温常年比市区低 3
至 4 摄氏度，早晚温差大，晚上睡觉都不用

开空调，还要盖被子。”五府山镇副镇长苏

扶摇说，“近年来，每到夏天，五府山就成为

上饶市民避暑休闲的首选地。”

14 时，正是一天中气温最高的时刻，

但行走在船坑畲族村，清凉的山风迎面吹

来，令人神清气爽，身上一点汗都没有。

清泉淙淙，从五府山上流淌下来，汇聚

成河，鱼翔浅底。游客们扑进水中，有的嬉

戏打闹，有的追逐小鱼，有的踩着鹅卵石按

摩脚底，尽享快乐时光。“来到五府山，感觉

五脏六腑都是清凉的，惬意得很！”游客谢

安娜捧了一捧水浇在脸上，开心不已。

18 时 还 没 到 ，太 阳 就 早 早 躲 到 了 山

后，山风更加清凉。夜幕降临，玩够了水的

游客有的在河边漫步，听蛙唱虫鸣；有的在

烧烤摊前，喝酒撸串；有的在古樟下面，品

茶聊天。小山村里，一派安宁静谧的景象，

让人沉浸其中，心安忘忧。

民宿栖居山水之间

“明天是周末，房间都预订出去了，实

在抱歉！”8 月 9 日一早，民宿业主詹路就不

停接到订房电话。“暑期以来，每天都要接

几十个电话，咱们村真的走红了。”

詹路家的房子就在河边，位置较好。

去年，他投入 30 万元，将房子改造成民宿，

7间客房总是供不应求。

詹路家的民宿，是船坑畲族村民宿产

业发展的一个缩影。2020 年，船坑畲族村

党支部书记洪小华发现到村里游玩的人越

来越多，就动员村民开办民宿。“我们村这

么偏远，会有人来住宿吗？”村民们心存疑

虑。于是，洪小华带着村民到浙江、福建等

地考察。回来后，村民周荷花带头开办了

第一家民宿，当年夏天就纯赚 5 万余元。

见 此 ，村 民 们 从“ 要 我 干 ”转 变 为“ 我 要

干”。2021 年，村里一下子冒出 10 余家民

宿。今年，该村民宿已发展到 28家。

位于“万里茶道第一关”——毛竹关脚

下的毛楼村，海拔更高，气温更低，吸引了

许多游客前来探古道、享清凉。去年，村民

吴宗盛投入 100 万元打造民宿，今年 7 月至

今，纯利润已超 5 万元。目前，毛楼村民宿

已发展到 48家。

“五府山的民宿起步于 2020 年，仅仅

几年时间，就猛增到 92 家，975 个床位，带

动 860 余人就业。”苏扶摇说，栖居在青山

绿水间的民宿迅速走红，吸引了大量游客

来避暑休闲。去年，五府山共接待游客 20
万人次。今年暑期最高峰时，一天涌进五

府山的自驾车就约 3000 辆。客流量带动

了货流量，五府山盛产的蜂蜜、笋干等特色

农产品受到游客青睐，销量大增。

把发展底色擦得更亮
五府山把“凉资源”变成“热产业”有什

么秘诀？当过导游，做过旅游推介，现在又

分管文旅工作的苏扶摇颇有发言权：“最主

要的经验，是依托本地资源，做足‘四卖’文

章——卖水、卖空气、卖山货、卖生活，以此

带动民宿集群化发展。”

绿色是五府山最鲜明的底色。五府山

地处武夷山脉北麓，是国家森林公园，森

林覆盖率达 95%，每立方厘米空气中含有

近 10 万 个 负 氧 离 子 ，是 名 副 其 实 的 天 然

氧吧。“得天独厚的‘凉资源’，是当地村民

发展民宿产业的最大资本。”苏扶摇自豪

地说。

但是，随着当地民宿产业的快速发展，

短板也逐渐显现。一是个性化不足，同质

化严重，缺少有特色、有故事的高端民宿；

二是业态融合、产业联动不够，大多数民宿

还停留在单一的住宿功能上。位于毛楼村

的“南篱之兮”民宿管家毛晨希说，经常有

上海客人建议，村里可开办小酒吧、咖啡

馆，为客人提供更多的慢生活场所；三是专

业化运营能力欠缺，营销手段单一，主要依

靠客带客，大多数业主不懂线上营销。同

时，极少数业主还存在服务不佳，恶性竞争

等问题。

苏扶摇说，民宿是个要求有理想、有

情怀、有故事和持续创新的产业，只有深

入挖掘文化内涵，充分展示地域特色，擦

亮发展底色，为客人提供更好的体验感，

民宿的吸引力才会越来越强，产业链才会

越来越长。

“五府山居图”徐徐展开
为促进当地民宿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五府山镇出台了一系列对策。

在民宿设计上，植入五府山的畲族文

化、红色文化、农垦文化等；在规划上，整合

历史文化、山水资源等，精准定位、合理布

局；在监管上，完善措施，做好纠纷处理工

作，切实维护游客、合法诚信经营户权益；

在营销上，建立健全网上经营服务管理系

统，推动民宿入驻携程、同程等平台；在资

金上，对符合标准并通过考核的民宿，按照

《五 府 山 民 宿 奖 励 扶 持 办 法》进 行 奖 励 。

2021 年以来，该镇已有 30 余家民宿共获得

100 万元的奖励，提高了业主对民宿进行

提质升级的积极性。同时，该镇还推出了

“民宿贷”，帮助村民融资。

政策的引导效应正在逐渐显现，比如，

船坑畲族村就在不断丰富旅游业态、创新

营销手段、提升民宿内涵。

每天，“00 后”主播“五府山鹿鹿”都在

短视频平台直播推介五府山的山水人文。

“我们引进的这个直播团队，在这里住一个

多月了，通过他们的镜头，让更多的网友了

解五府山，来到五府山。”洪小华说。

怎样让“头回客”变“回头客”，是民宿

业主方云高一直思考的问题。“我家的民宿

已经有些老旧了，也没什么特色，我准备请

人好好设计，重新打造。”方云高说。

“ 随 着‘ 民 宿+’集 群 效 应 显 现 ，一 幅

美 丽 的‘ 五 府 山 居 图 ’正 徐 徐 展 开 ，游 客

的体验感越来越好。”苏扶摇说，“五府山

这 片 清 凉 世 界 会 吸 引 更 多 的 人 来 觅 闲

情、享清凉，富集的‘凉资源’会让避暑经

济越来越热。”

““凉资源凉资源””如何变成如何变成““热产业热产业””
———上饶市广信区五府山镇民宿产业发展的启示—上饶市广信区五府山镇民宿产业发展的启示

本报全媒体记者 曹诚平 赵 影

农村道路提升改造本是为了方便村

民出行，然而在抚州市东乡区杨桥殿镇怡

愉村闵家自然村，有几户村民却因道路提

升改造后出行更加不便了。记者前往采

访报道后，当地政府表示将尽快解决这几

户村民的烦心事，打通群众回家的“最后

一米”。

“原本我们这几户的入户路是和村道

正常连接的，但道路提升改造时进行了降

坡，导致修好的道路与我们的入户路出现

了几十厘米的断层。”村民闵大爷告诉记

者，2021 年，家门口的道路升级改造后出

现了这样的问题，3 年来一直没有得到解

决。“平常骑电动自行车回家很不方便，在

外地务工的儿子过年开车回家也开不到

家门口。”

8 月 8 日，记者在现场看到，村里有 5
户村民的入户路与村道差几十厘米才能

连上，确实造成群众出行不便。

“2018 年至 2021 年，我区对主要农村

道路进行升级改造。可能当时工程施工

方降坡后没有考虑到这几户人家的入户

衔接问题，施工方撤走后，我们也收到过

村民对该问题的反映。”杨桥殿镇负责交

通工作的干部王德平告诉记者，之所以一

直未解决,是因为将村民的入户路与村道

连接还涉及路旁修建排水沟的问题。“镇

里财力吃紧，一直未筹措到实施该工程的

资金，导致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8 月 9 日，杨桥殿镇政府就记者反映

的问题作出回复，镇领导已会同区交通部

门到现场进行查看，并与村民就需要解决

的入户路与村道连接及排水沟等问题进

行沟通。经过与区交通部门会商，将在本

月拿出工程设计图与工程预算，通过自筹

资金、向交通部门争取资金等方式，争取

在 10 月份解决群众反映的入户路与村道

不连接的问题。

道路提升改造让5户村民出行不便
抚州市东乡区杨桥殿镇：争取10月份解决

好山好水是五府山最大的资本好山好水是五府山最大的资本。本报全媒体记者本报全媒体记者 赵赵 影影摄摄

本报全媒体记者 蔡颖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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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全媒体记者 洪怀峰摄

上栗县金山镇简村施家湾的道路坑坑洼洼，雨天泥泞不

堪 ，给 村 民 出 行 带 来 不 便 。 日 前 ，接 到 情 况 反 映 后 ，金 山 镇

政 府 和 简 村 两 委 积 极 协 调 ，筹 集 资 金 和 原 料 ，对 道 路 进 行 改

造升级，极大地改善了群众出行条件。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上犹县茗馨广

场上的 LED 大屏滚动播放着文旅宣传片，

居民们伴随着音乐跳起了舞，孩子们在儿

童乐园玩得不亦乐乎。

“下个月，茗馨广场地下停车场立体改

造项目将投入使用，可缓解老城区居民停

车难问题。”上犹县城投公司副总经理肖智

清说，像这种既能增加大量停车位，又能满

足市民多层次需求的民生建设项目，在上

犹县还有不少。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上犹县

城区常住人口达 10.5 万余人，四轮机动车

保有量达 4.2 万余辆，且仍以每年 18%的速

度增加，而城区公共停车位仅有 3186 个，

车位数量与机动车保有量比达 1 比 13，停

车供需矛盾越来越突出。

上犹县城管局副局长蒙象森介绍，老

城区道路普遍较窄，商场、医院、学校车位

数量少；一些背街小巷人行道破损严重，行

人、非机动车、机动车“一路同行”……停车

难成了长期困扰市民出行的烦心事。

近年来，上犹县不断强化集约利用、挖

掘立体空间，利用边角闲置地块等可利用

场地，科学规划停车泊位分布，推进停车位

建设项目，提升停车资源覆盖率。

上犹县茗馨广场位于老城区中心地

段 ，于 2001 年 建 成 ，周 边 居 民 住 宅 区 密

集。随着附近商业体增加，加上该广场设

计滞后，功能单一，难以满足当地群众停车

需求。

“一方面解决市民停车难题，另一方面

改善提升城市品质和功能。”肖智清说，茗

馨广场改造项目于 2022 年 12 月开工，投入

1.4 亿元，地下开挖建停车场，增加了 285
个停车位；地面建设下沉广场，增加了老人

儿童娱乐设施、LED 大屏、百姓大舞台、280
米环形步道、宣传长廊等，同时弥补了老城

区人防设施空白。

位于上犹县文兴南路的县第二小学紧

邻一块闲置地。由于学校空间受限，该校

一直没有体育场，师生上体育课要到数百

米外的县文体中心。

“孩子们穿过车流过马路，存在一定安

全隐患，每次上体育课都提心吊胆。”该校

一名体育老师说，事实上，停车难更是学校

和附近居民最心烦的事情。

“不能为了停车只建停车场，要将闲置

地的作用发挥到极致。”上犹县城投公司工

程部项目主管严远莱说，当地投资 1.2 亿

元，依据现场地势差建设二层停车楼，顶板

设计为二小的运动场，并配套建设社区管

理用房，总建筑面积约 1.7万平方米。

这个民生项目新增了停车位 400 个，

又解决该校师生多年没有专业运动场地问

题，可谓一举两得。

走进上犹县塞纳河畔小区，映入眼帘

的便是整齐划一的停车位和平整的路面。

“改造前，小区的绿化既不美观也不实用，

现在将闲置区域改造成停车位，方便居民

日常停车，住得很舒服。”该小区居民说。

蒙象森说，该县增设东山大道等 34 个

停 车 场 ，在 道 路 两 旁 增 设 停 车 位 2900 余

个；结合老旧小区改造，科学增划路内停车

泊位、夜间停车泊位，在住宅小区周围的次

干道、支路及小区内公共区域合理增设停

车泊位 3500 余个；充分利用旧城改造拆迁

腾空的闲置地块，优先改造成临时停车场，

新增车位 280个。

与此同时，停车泊位的智慧管理、错峰

利用、资源共享，盘活了小区、路面、机关单

位、停车场等车位资源，有效缓解了临时、

日间、夜间、节假日停车难题。

截至目前，该县新增了 34 个停车场，

新建配套停车场 118 个，近 3 万个车位。与

此同时，投放了 1600辆电动共享单车。

增建停车场不仅缓解了中心城区停

车难、运动设施不足等痛点，还大幅提升

城 市 功 能 品 质 。 当 地 群 众 称 赞 ：以 前 是

“一位难求”，如今不再“为停所困”，路畅

了，心也宽了。

融合文体休闲资源 提升城市功能品质
——上犹县巧妙盘活闲置地块破解停车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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