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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五一假期， 各地客流量大，

旅游市场依然火爆。 其中县城旅

游成为了这个假期的旅游新风

向。 据美团数据显示，近一个月

来，与“县城游”相关的关键词，

搜索量同比比去年增长了 6 倍。

在五一假期，县城酒店预定量同

比增长了 47%，商超订单量同比

增长 55%。 小众风景，高性价比，

成为了“县域旅游”中最热门的

关键词。

“县城旅游”逐渐成为假日

经济中的重要环节，既反映了游

客对于个性化，小众化旅游的追

求，也释放了发展县城文旅的积

极信号。 时代的发展和人们观念

上的改变让更多旅行者不再跟

风游览，追逐潮流，开始青睐“冷

门但惊艳”的旅行目的地。 县城

基础设施建设的推进，也让其具

备了接待更多游客，提供优质旅

游服务和独特旅游体验的能力。

相比于其他热门景点“堵车，堵

人，堵骆驼”，“县域游”则显得更

加自如。

小县城为什么具有这样的魅

力？ 我想“特殊性”是关键所在。

击中游客内心， 吸引他们前来

的，可能是一场音乐节、演唱会，

可能是当地独特的自然风光，可

能是在自媒体平台上不经意看到

的地方美味， 可能是藏在角落里

的文物古迹， 也可能是弥散在空

气中的人文气息。 由此可见，小

县城得以在五一假期“圈粉”，离

不开其自身的文化资源和自然资

源禀赋， 但也需要借助网络平台

和自媒体博主的挖掘和传播，让

曾经不为人所知的自然风光，默

默无名的古迹文物， 独特迥异的

民族风情开始展现在大众面前。

使得“县域游”有了热度，也有了

深度。

并且，县城旅游在避开人流高

峰的同时，也无需游客过多承担快

节奏出行，通勤住宿预订，高额消

费的压力，整个的旅游过程更加自

适悠然。游客可以在茶余饭后沿着

窄街巷来一场“city�walk”；可以与

当地人谈天打趣，了解地方的风俗

文化； 也可以绕着迂曲的山路，去

探访散在古村落中的文化遗迹。 深

度和体验感，就是“县域游”最大的

亮点所在。

可以预见的是，“县域游”在今

后将会获得游客的更多关注和长

足的发展。 假期出行目的地不止有

“热门景点”一种选择，去到小县城

度过假期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

“县域旅游”兴起，也为诸多小城市

带来了吃上旅游红利的机会。 像山

东淄博，甘肃天水，都是被网友们

发掘出来的“宝藏城市”。小县城利

用好这波旅游潮流，就有可能成为

下一个“爆款”。

毫无疑问， 随着旅游产业和游

客目光的下沉， 越来越多的游客会

在县城找到新体验， 为县城旅游注

入新活力。而县城也要把握新机遇，

充分挖掘自身可以利用的旅游文化

资源， 为远道而来的游客提供好的

服务， 张开自己的臂膀将他们拥入

怀抱。 小长假出行，如果不想看“人

山人海”， 何不将目光锁定在县域，

和一座小城来一场“双向奔赴”？

五一出行新风向

“县域旅游”魅力何在

□

梁宇飞

当心野味产业

黑色链条的“复活”

□

杨玉龙

据 4 月 22 日《法治日报》报道，有野生动物保护

民间组织工作人员提供线索称，禁止以食用为目的养

殖的豪猪、果子狸、竹鼠等野生动物，近期又被大规

模饲养，且有不少人在网络平台晒出、出售以食用为

目的的竹鼠、豪猪等视频内容。 记者根据线索调查发

现：平台上存在大量以食用为目的公然销售野味的用

户，有些主播还以直播等形式传播其捕猎野生动物的

画面。

上述现象值得警惕。 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相关

规定，禁止食用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和国家保护

的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以及

其它陆生野生动物。 果子狸、竹鼠、野鸡等属于陆生

野生动物，野猪虽然被调出“三有”保护动物名录，备

案后可以非食用的目的养殖，但仍属法律规定的其它

陆生野生动物，不可食用。

正如业内人士所指出的， 野味卷土重来缘于监

管不足。 现实中的监管困境不容忽视，很多时候，仅

凭视频、图片、聊天记录等单个线索，很难判断是否

已经达到刑事立案标准，公安部门无法直接介入。 而

作为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的林草局，又很难依靠网

络平台呈现的有限信息，去锁定并查处盗猎分子等。

在这一背景下，全方位治理就显得尤为重要。 人

工繁育的野生动物在符合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可以购

买和出售，但目前允许售卖的野生动物是以什么目的

养殖和买卖的，现实中情况往往很复杂。 有关方面要

加强相关知识普及和消费警示，及时跟进、依法处置

相关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

网络平台也须切实负起责任。 一些网络平台上，

直播随便开、视频随便发；非法猎捕工具更可以随意

购买，中间没有任何审查环节；在直播贩售之外，还

有许多详尽教程……一些平台对此类行为的包庇纵

容， 无疑会令野味交易更加肆意而为。 依法诚信行

事、积极监测和抵制不法行为，相关平台责无旁贷。

斩断“野味产业”的黑色链条，不仅为了有效保

护野生动物， 还是为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良好

生态环境， 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为了人类自己。 野

生动物保护法明确禁止在自然保护区以及禁猎期禁

猎区实施猎捕行为， 禁止使用猎夹猎套以及夜间照

明行猎。 对相关法律红线，个人需知晓并谨记，同时

也要继续发挥全民监督的力量， 早日革除滥食野生

动物陋习。

伪科技下乡

坑农何时休？

□

王济川

“所有的农作物种子都可以进行量子赋能”“只

要把农田的照片拍下来， 就可以远程干预， 达到不

生虫、长势更旺的效果”……一些商家宣称可以通过

量子技术给农作物种子赋能， 用他们的机器实现农

田增产增收、抗病抗灾。 不少农民已经购买尝试。

量子技术，这一前沿科技的代名词，本应是科

学家们探索未知的领域， 却被一些不法商家用来招

摇撞骗。 他们鼓吹“所有的农作物种子都可以进行

量子赋能”，只要简单操作，就能让农田不生虫、长

势更旺。 这种天花乱坠的宣传，不仅误导了农民，也

玷污了量子技术的声誉。

农民是粮食生产的主体，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的重要力量， 他们的辛勤耕耘和汗水， 是粮食安全

的保障。 然而，这些伪科技产品却像豺狼虎豹，盯上

了他们的口袋。 出于对量子技术的不了解和对增产

增收的渴望， 他们往往轻易上当受骗。 损失的不仅

仅是金钱，更是对丰收的希望和信任。

令人痛心的是，这些伪科技产品之所以能大行

其道， 除了商家的虚假宣传外， 还与监管的缺失有

关。 生产量子赋能机器的企业不在少数， 从生产到

销售， 竟然一路绿灯， 这无疑给不法商家提供了可

乘之机。 监管部门应该对此类伪科技产品保持高度

警惕，加强审查和监管，确保农民的利益不受侵害。

伪科技下乡，不仅损害了农民的利益，也败坏

了科技的名声。 我们呼吁相关部门加强监管， 严厉

打击此类违法行为， 让农民真正享受到科技进步带

来的红利。 同时， 我们也希望广大农民能够提高警

惕，增强自我保护意识，远离伪科技的侵害。

在这个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我们应该用科技

的力量来服务农业、 服务农民， 而不是利用科技的

名头来行骗。 只有让科技真正落地生根， 才能为农

业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为农民的生活带来实实在

在的改变。

漫谈

古有挂羊头卖狗肉， 今有

挂驴蹄卖猪肉。 据报道，近日在

某农贸市场里出现这样一幕，

一摊主的肉案子上明明摆放的

是猪腿肉，却露出了驴蹄，乍一

看的确让人误以为其卖的是驴

腿肉。 有网友称，猪肉和驴肉的

价格可是天壤之别。 令人费解

的是， 这驴蹄究竟是怎么“嫁

接”在猪腿上的？ 众人赞叹该商

贩“移花接木”的本事，活脱脱

地把“挂羊头卖狗肉”表现得淋

漓尽致。 但这雕虫小技还是被

市场工作人员识破， 避免了消

费者上当受骗。

近年来，关于市场上出现的

合成肉、注水肉、掺假肉等各种

肉类事件层出不穷，不良商家可

谓是变着花样玩欺骗术，甚至还

涉及一些知名品牌的餐饮店。 此

类事件引发公众对食品安全和

商家诚信的广泛关注和担忧，消

费者开始担心自己所购买的肉

类产品是否真实和安全，以及商

家的供应链和采购渠道是否可

靠。 同时，这类事件也促使政府

部门和监管机构加强了对食品

市场的监管力度，严厉打击假冒

伪劣食品的生产和销售。

然而此类事件却依然不断出

现。 究其原因，是因为涉及的店

铺通常也只是下架了事，或者仅

仅简单罚款，并表示会配合监管

部门进行调查等。 这些较轻的处

罚 ， 难以解决违法成本低的问

题， 并不能消除消费者的担忧。

对此笔者认为，食品掺杂使假行

为因其具有隐蔽性强、难以察觉

的特点，需要政府部门发挥职能

作用， 进一步完善监管手段，包

括综合运用多种措施，统筹行业

管理和执法监管， 做到事前、事

中 、事后都要监管，切实提高市

场综合监管效能。 而不是让广大

消费者练就火眼金睛，躲避不良

商家设下的圈套。

对于出现的食品掺杂使假

问题 ，笔者建议 ，应加强完善法

律法规 ，加重处罚力度，对食品

安全造假行为形成高压震慑态

势 。 这包括对涉事商户进行重

罚 、吊销其营业执照 ，若出现重

大食品安全问题，应追究其刑事

责任。 这不仅可以保护消费者的

合法权益，也能促使商家更加注

重诚信经营， 还市场一个清朗。

目前，食品安全问题已成为一个

复杂而严峻的社会问题，需要各

级政府、商家、消费者和社会各

方力量共同努力，只有通过加强

监管，严打重处，提高全民素质，

营造人人关注食品安全、人人重

视食品安全的社会氛围，才能确

保食品市场的健康发展。

农贸市场是各地最具“烟

火气 ”的地方 ，不仅关系着千家

万户的“菜篮子”，也是展现城

市文明形象的“大镜子”，更是

连接商户与群众的重要枢纽 ，

所以好的生态市场环境需要大

家共同维护。

（据《中国畜牧兽医报》）

肉类“移花接木”事件何时了？

□

张林萍

近年来， 一些农村地区大规

模种植羊肚菌， 以此作为农民增

收致富的重要抓手。 一些不良商

家从中嗅出“商机”，诱骗农民高

价购买劣质菌种和技术， 甚至鼓

动种植户贷款， 导致农民利益损

失惨重，产生了不良的社会影响。

由于市场价格高， 羊肚菌产

业在多地迅速升温。实际上，羊肚

菌对光照、 温度和湿度均有一定

要求。 高利润的背后也意味着高

风险， 各地农民应结合实际综合

考量、理性种植。不良商家为了牟

利， 刻意隐瞒风险， 放大种植收

益，误导了不少农民。还有些不良

商家高价售卖菌种后跑路， 其行

为已经构成诈骗罪。

不止羊肚菌， 近年来农村地

区出现的坑农骗局花样不断翻

新，需引起各方高度重视。“特色

种植一本万利”“全程指导包教包

会”“产品回收没有风险” ……商

家的营销话术具有较强的煽动

性， 多数农民雾里看花、 不知真

假。在商家大肆炒作下，一些农民

因辨别能力不强而卷入其中。

订单农业模式在不少地区较

为流行。 该模式解决了农产品销

路问题，受到农民广泛欢迎。根据

多地反馈的情况， 也有不法分子

假借订单农业模式， 骗取种植户

签订合同， 要求农民使用他们提

供的高价种子、化肥和农药。到了

农产品上市时， 不法分子早已逃

之夭夭。 订单农业存在的合同不

规范、 虚假营销、 履约率低等问

题，在不少地区带有一定普遍性。

此外， 一些非法组织打着农业绿

色转型等旗号， 歪曲乡村振兴政

策，以各种手段向农民募集资金，

承诺保本付息、高额回报，实为非

法集资；还有一些团伙假借“乡村

振兴特色种植”之名，涉嫌传销、

网络诈骗等违法行为， 导致农民

蒙受经济损失。

由于农民维权意识和维权能

力有限， 面对不良商家的各种骗

术，往往束手无策，被骗后只能自

认倒霉。 坑农害农，国法不容，对

坑农害农的违法行为， 相关部门

应引起重视，必须发现一起、查处

一起，进一步完善投诉渠道，切实

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

乡村要振兴， 科普应先行。

应该看到，当前我国各地科普资

源不平衡，农村地区科普资源相

对匮乏，科普工作还存在薄弱环

节。 相关地区应尽快建设信息交

流平台 ， 建立农户需求反馈机

制 ，通过定期走访 、线上答疑等

形式了解农民需求，加大科普力

度，不给违法分子可乘之机。

（据《经济日报》）

严防以特色种植旗号坑农害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