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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网友在某社交平台上发帖吐槽，称
北京市内多家青旅拒绝接待35岁以上的中年人。

35岁，何以成为青旅择客分界线？或是
生活习惯不同，或是出于安全考量，不少青旅
商家将顾客入住年龄标准限定在35岁，这理
由看起来的确无可厚非。

然而，青年旅社本质上依旧是酒店、宾馆，
以年龄为界限主动筛选宾客，实在有“圈地自
萌”“画地为牢”的嫌疑。一者，从社会心理来
看，“35岁危机”本就是个不便轻易言说的社
会痛点，青旅如此堂而皇之地扯开遮羞布，岂
非容易招惹是非？二者，从开门迎客赚钱的角
度看，用年龄作为筛选标准也不甚明智。毕竟
来者皆是客，岂能因“超龄”而将顾客拒之门
外？三者，从管理角度来看，年龄限制说到底
就是惯性思维和管理惰性在作祟，用“一刀切”
取代“精细管理”，显然不利于青旅长久经营。

当下，随着“特种兵”旅游、周边休闲游等
新业态出现，新的旅游体验和旅游方式正成为
风潮。作为旅游产业链的重要一环，青年旅社
也应借机寻求精细化管理方式，转向高品质发
展模式。比如，作为青旅管理人，在住宿安排上
出具明确规定，尽可能调整超龄顾客睡下铺。

正如网友所言，有故事的青旅，不该只有
青春叙事。作为旅游文化的重要代表，青旅文
化不应该机械地解构“青年”的年龄概念，而是
要将青年身上承载的活力、包容、多元等年轻
化特质传播出来。只有这样，青年旅社未来的
道路才能越走越宽，青旅文化的意蕴才能不断
丰富和发展。 （（原载原载《《广州日报广州日报》》））

□ 庹亚男

□ 新华社记者 王鹏

持续推进高校毕业生
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

高校毕业生是国家宝贵的人才
资源，是促进就业的重要群体。一段
时间以来，各地各有关部门各高校坚
持早部署、早行动，抢抓关键期，落实
就业工作责任，对高校毕业生顺利就
业、尽早就业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与此同时，应该看到，高校毕业
生依然面临较大就业压力。尤其当
前高校毕业生陆续离校，更需要有关
部门加大工作力度，全力做好未就业
毕业生群体的就业工作，推进高校毕
业生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

畅通就业渠道，加强就业指导，
是做好就业工作的重要抓手。这就
要求有关部门继续围绕毕业生求职
就业中的重点难点问题，深入开展就
业服务。一方面，毕业生离校后，教
育系统仍然要做到岗位推送不断线、

就业服务不断线、重点帮扶不断线，
同时与人社部门做好接续，确保未就
业毕业生及时享受公共就业服务。
另一方面，各类社会招聘活动要承接
起校园招聘功能，通过大型招聘、直
播带岗、网上签约等多种方式，为求
职者提供便利和支持，帮助毕业生增
强就业信心，尽早落实去向。

要持续关心未就业毕业生。按
照有关部门部署要求，省级人社部门
要对接好教育部门，完成有就业意愿
的未就业毕业生信息衔接，建立2023
届未就业毕业生帮扶台账。此外，各
相关部门还应结合各项就业创业扶
持政策，根据毕业生的求职条件、就
业需求和个人意愿等提供有针对性
的帮扶，在拓宽毕业生就业创业思路
的同时，推动未就业毕业生求职更精

准、更有效。
教育引导高校毕业生树立正确

的职业观，对于推进毕业生群体更好
就业同样至关重要。要实施好利用
好“特岗计划”“三支一扶”“西部计
划”“城乡社区专项计划”等基层项
目，拓宽毕业生服务基层的渠道，鼓
励学生服务基层、服务西部。与此
同时，也要注重引导高校毕业生坚
持自信自立，坚持从实际出发，在平
凡的工作中不断积累经验，在日常的
实践中不断提升能力，更好绽放青春
的光彩。

高校毕业生就业事关民生福祉、
国家未来。当前正值毕业季，社会各
界应共同努力，跑出就业加速度，为
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贡献更多力量。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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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房者事先应获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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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期开放校园
应是推动全民健身“优选项”

暑假期间，各地大中小学内没有
了往日的热闹，校园运动场上、体育
馆内更显冷清。记者近日探访了解
到，校园体育设施不对外开放仍是
不少学校的通用做法。

很多校园内体育资源集中，无论
是室外的标准跑道、篮球场、足球
场，还是室内的羽毛球馆、乒乓球
馆、游泳馆等，一应俱全。令人惋惜
的是，如此齐全的体育设施，一到寒
暑假便多处于闲置状态。与之相
比，一些校园周边社区内则体育设
施相对不足，不少有健身需求的群
众与被“放假”的体育设施“一墙相
隔”，只能望而兴叹。

近年来，每逢暑期，一些地方便
进入未成年人“野泳”溺亡事故高发
期。其中虽有学生安全意识薄弱、

家校管理缺位的原因，而正规游泳
场馆不足、收费偏高，也是“野泳”屡
禁不止的缘由之一。堵不如疏，向
社会开放更有安全保障的校园游泳
馆，不失为两全之策。

游泳馆只是一个缩影。校方不
愿对外开放体育设施，大多出于人
员管理、运动安全等方面的考虑。
但是，只要把安全预案和管理制度
做细做实，绝大多数隐患可以防范
于未然。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
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随着我国
城乡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运动
健身日益成为“必需品”。而进一步
缓解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健身
需求与体育设施资源供给不足之间
的矛盾，是各地贯彻落实全民健身

国家战略的应有之义。
近年来，各地各部门不断在加大

和完善全民健身场地和设施供给方
面发力，一些地方还制定规划，志在
打造“十五分钟健身圈”。为解决

“一地难求”问题，从口袋公园、小区
架空层到沿河沿湖步行道，不少城
市要求“见缝插针”利用空置场所，
以满足人们的运动健身需求。

然而，暑假期间，要解公众健
身需求的“近渴”，仅靠政府规划的

“远水”仍然不够。让开放校园体
育设施成为推动全民健身的“优选
项”，最大限度盘活现有优质体育
资源，既是当务之急，也是为人民
群众带来更多获得感、幸福感的惠
民之策。

（据新华社电）

□ 新华社记者 胡锦武

丑萌丑萌的文物雪糕、惟妙惟肖
的景区标志雪糕、栩栩如生的人物雪
糕……近年来，在各大博物馆、景区、
公园，手持这样的文创雪糕拍照，已
经成为游客打卡标配之一。

作为“舌尖上的风景”，文创雪糕
这几年可以说花样翻新、创意迭出，
有的雪糕棒可以作为书签，还有的可
以组成 CP，有的口味独一无二。据
一位设计师透露，三四年来经他一人
之手已经设计了800多款文创雪糕，
包括二三十种口味，覆盖国内几百个
景区、博物馆。总体来看，其中虽不
乏一些未曾走红的款式，但如圆明
园、兵马俑、敦煌等景点的文创雪糕
都长期受到游客热捧。

今年入夏以来，搭乘文旅市场加
速复苏的东风，文创雪糕的消费习惯仍
然方兴未艾。不难发现，虽然景区分处
五湖四海，设计思路各有侧重，但“爆
款”雪糕的底层逻辑都是不断挖掘、提

炼自身文化IP，打造不可替代的消费体
验。正因如此，文创雪糕更成为当前文
创产品的一个符号：虽然技术含量和
门槛不高，但只要用心带给消费者以
优质的服务和体验，走新又走心，就
能得到消费者由衷的喜爱和认可。

不可否认，这股从2019年掀起来
的潮流，如今也一定程度面临着价格偏
高、风格趋同甚至食品安全等问题。网
友们的“吐槽”主要集中在价格上面，一
支文创雪糕的价格大多是15~40元，一
项调查显示，55%的人认为文创雪糕价
格贵，算是新型“雪糕刺客”；此外，还有
部分地方和景区，盲目“抄作业”，导致
造型粗糙、乏善可陈。

市场竞争注定是大浪淘沙、推陈
出新的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市场
逐渐饱和，消费热情逐渐减退，文创
雪糕如何迭代、产业如何怎样升级，
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横向观之，
有热捧也有遇冷，也启示我们文创雪

糕能否切中消费者的需求，除了生产
工艺和原料，关键在于内核挖掘和创
新设计。同理，如果后继乏力，在产
品设计方面创新不足、同质化严重，
必然会造成产品效益低下。

回过头看，一支小雪糕能闯出一
片大市场，也从侧面说明，公众对于优
秀文创产品有着极大需求。打开视
野、善于发现，把文化资源优势有效转
化为产品优势，就能持续激发这一行
业的内在活力。正如某设计师所说，
要“通过更多的形式去推广中国文化，
不止于雪糕，不限于食品，让不可触碰
的古迹风景，变得亲切更耐人寻味”。

对于网红产品来说，不存在一个
“包打一切”的变现模式，生命周期的
长短取决于消费者注意力，并且是否
有效转化为消费行为，从明信片、冰
箱贴到文创雪糕，概莫能外。文创雪
糕这股风还能刮多久，下一个“风口”
在哪，有待观察。（（原载原载《《南方日报南方日报》》））

文创雪糕风还能刮多久
□ 陆夷

青年旅社
何必“画地为牢”？

近日，“西安女子买69平方米公寓37平
方米是公摊”的新闻引发关注。该物业的公
摊面积比例超过了50%，被调侃“楼道宽得能
开车”，引起又一波希望房产销售取消公摊面
积的呼吁。

“公摊模式”为什么被人诟病？在现行的
销售制度下，购房者要想了解公摊面积是否
合理，成本比较高，一般人算不清楚。

不以套内面积、而以“公摊模式”售房，容
易变成开发商掩盖自身弊病的手段。高层建
筑的公摊率一般在 20%至 30%，这一比例较
容易被购房者接受。但是，这次这位西安女
士所购房子的公摊率竟超过了50%，宽到能
开车的楼道，真是让人瞠目结舌！

“公摊模式”存在诸多问题，但公摊面积
不是那么容易取消的。它本质上还是由购房
者付费，即使取消了“公摊模式”，羊毛总是要
出在羊身上。不算公摊面积，但公共区域的
建筑成本，肯定要转移到套内面积上，那么套
内面积的单价无疑就要上去。

同时，“公摊模式”取消后，房地产商也会
想出其他法子来降低成本。到时候，“公摊面
积”可能会出现太小的情况，比如，狭窄的电
梯间、一梯多户、公共活动区域减少等配套设
施问题，进而影响居住的质量与舒适度。所
以，在业内人士看来，取消“公摊模式”不能一
蹴而就，甚至会影响到购房者的权利。

既然一味取消公摊面积，不见得对购房
者都是好事。那该怎么解决“公摊模式”的弊
病？归根结底，需要有关部门加强对公摊面
积的监管，确保公摊面积的计算是准确的，不
出现误差。

最重要的，还是要敦促房产销售部门，严
格将套内面积和建筑面积的准确数字，清晰
地告知购房者。 （（原载原载《《钱江晚报钱江晚报》》））

□ 项向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