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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将至年味渐浓，东钱湖
旅游度假区“钱湖过大年”系列
活动今天正式拉开帷幕。30 余种
主题、超 100 项活动为市民游客
送上文旅惠民“大礼包”，推动
文旅市场加速“回暖”。

发放春节专场消费券、迎新
送福季、遇兔呈祥迎新年、动物
园新国宝馆、春节 7 天乐、GO
兔自由、新春魔幻秀、传统年俗
文化展⋯⋯广大市民游客不仅可
以参与创意糖画、古韵春联、活
字印刷等民俗活动，沉浸式体验
过年氛围，同时还可以在新春佳
节打卡与“兔”有关的艺术展。

除了“有得看”，今年春节
期间的东钱湖也“有得玩”。不
仅为热爱运动的市民游客带来扬
帆 2023、“艇”进新春冬日皮划
艇体验等活动，开启冬日水上运
动 体 验 ， 还 将 举 办 畅 骑 新 春 活
动。

先后登场的新年篝火晚会、
花灯巡游、元宵喜乐会则让春节
到元宵节的东钱湖每天活动不重
样，为市民游客带来“加长版”
的新春出游体验。

此外，“钱湖春来了”主题
开 游 活 动 还 将 于 今 年 春 季 “ 接
力”登场，并推出迎亚运全民山
水运动季、春色领“氧”计划、
韩岭春日阑珊、FUN 肆野趣露营
节、农场生活节等 12 项活动，让
市民游客在东钱湖的山水间享受
春日出游的乐趣。

值得一提的是，为擦亮“宋
韵 钱 湖 ” 金 招 牌 ， 宋 韵 钱 湖
3D mapping 秀、青衫茶园艺术
节等活动将成为亮点，不仅以现
代化手段呈现东钱湖的韵味，同
时以“茶”为特色，向游客发出
采茶、品茶的邀约，共同探寻宋
韵 之 美 。 而 且 ， 围 绕 “ 宋 韵 钱
湖 ” 还 将 推 出 宋 式 精 致 生 活 产

品，包括探博研学、寻味香饮、
游野今朝、问道于行四大宋韵主
题系列产品，并在春节期间推出
养生宋宴、宋式年夜饭套餐，做
强“宋韵美食”品牌。

“今年，围绕‘世界级旅游
度假区’建设目标，我们将进一
步 提 升 旅 游 品 质 、 丰 富 旅 游 业
态、完善产业链条、推进融合发
展、建设‘处处能旅游、时时可
旅 游 、 行 行 加 旅 游 、 人 人 享 旅
游’的美丽钱湖。”东钱湖经旅
局负责人周宇明说。

活动名称

钱湖过大年启动仪式

迎新送福季

遇兔呈祥

扬帆2023、“艇”进新春

畅骑新春

春节 7 天乐活动

GO 兔自由

新春魔幻秀

传统年俗文化展

新春嘉年华

地点

东钱湖

文旅景区

韩岭

逸帆航海俱乐部

东钱湖环湖

二灵山温泉

茶亭自由之滨

文旅景区

文旅景区

宁波野生动物园

举办时间

1 月 18 日

1 月

1 月

1 月

1 月

1 月

1-3 月

1 月 23 日
至 26 日

1 月 22 日
至 27 日

春节期间

主要内容

发放适用于住宿产品的春节特别版消费券，通过乐活青春派春节专场
直播线上启动钱湖过大年主题活动，销售春节产品。

通过年俗、年味、年画、年礼等互动体验，吸引游客前来东钱湖过年。

《TU 个啥》主题艺术展、遇兔呈祥主题新年美陈展、藏冬围炉煮茶、宋韵
钱湖 3D mapping 秀。

春节期间推出扬帆 2023、“艇”进新春冬日皮划艇体验等活动，开启冬日
水上运动体验。

春节期间举办环东钱湖绿色骑行活动。

新年篝火晚会、新年祈福、迎财神发红包、舞狮新年、荷灯祈福等 7 日
“恒”好玩活动。

GO 兔自由艺术展、得闲饮茶·交友计划、GO 兔自由主题新年美陈展、
新年兔 do 计划。

开展野奢魔幻秀，推出特色下午茶，同时配套音乐现场驻唱等内容，为
游客带去缤纷的新春户外体验。

依次在各点位开展非遗文创手作、创意糖画、古韵春联、活字印刷、新年
祈福等传统年俗体验活动，让游客感受民俗文化魅力。

国宝馆开馆、玉兔迎新展、奇幻嘉年华、新春迎宾秀。

活动名称

第三届钱湖春来了启动仪式

春色领“氧”计划

萌宠趣春游

韩岭春日阑珊

最美女神节

女神宠爱日

阅读好时光

FUN 肆野趣露营节

青衫茶园艺术节

农场生活节

地点

东钱湖

文旅景区

宁波野生动物园

韩岭

宁波野生动物园

文旅景区、酒店

小普陀

文旅景区、酒店

福泉山

俞塘、城杨

举办时间

2 月 28 日

3 月

3 月

3 月

3 月

3 月

3 月

3 月

3 月

3 月

主要内容

以迎亚运为主题，举办全民山水运动季、体育集市、体育明星见
面会。

举办植树节、花草打卡墙、春光植造区，风筝 DIY、植物领养、
风筝竞赛等体验活动。

春游主题游园会，近距离与萌宠互动。

举办春日艺术展、春日风雅茶会、春日风筝季等活动。

女神游园专场活动。

推出女神优惠福利产品、宋韵茶艺雅集、春日花事会等体验活动。

举办春季阅读日活动和读书市集，传递阅读力量。

开展露营节系列活动，包括露营、住宿、采茶、骑行、下午茶、
童趣体验等。

茶文化集市、茶文创艺术展，鼓励游客着汉服游览福泉山，组织
游客听茶农授经、拎起竹篮去采茶。

举办农场生活节等活动，让游客在春天的田野里收获健康和快乐。

钱湖过大年系列活动

钱湖春来了系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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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汇总

张 弓

写评论，我
一般不喜欢用生
僻的字词。所以，
正文开始前，先
向大家解释一下
标题上的这个冷

僻词组。
塔西佗是古希腊的历史学家。

“塔西佗陷阱”，是一个社会政治概
念，最初来源于塔西佗所著的《塔西
佗历史》——书中评价一位罗马皇
帝时，他说：“一旦皇帝成了人们憎
恨的对象，他做的好事和坏事就同
样会引起人们对他的厌恶。”后被引
申为一种社会现象，指当政府部门
或某一组织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
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
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

凭个人的感觉，新冠疫情发展
到今天这个地步，我们的有些专家，
似乎快要进入这样一种境地：无论
他说什么，都会招来一片骂声。

出现这种令人痛心的现象，专
家们首先要反思。

冠状病毒是一种新的未知的病
毒，而且传播极快、危害极大，人们

很想弄清楚如何预防和治疗，自然
会把希望寄托于对此有所研究的专
家。这本来没有错。大多数专家因为
有相应的理论知识、治疗经历和初
步的研究成果，在这方面有发言权。
而且我相信，大多数专家把自己的
知识和经验分享给社会，是为了帮
助大家共同对抗病毒。

但是因为，这是一种新病毒，而
且变异极快，出现时间不过三年，我
们对它的研究还是非常初步的；不
少专家在防疫抗疫第一线，所获得
的知识和经验，难免受时空的局限。
可是有些专家在发表看法时，虽然
愿望良好，却没有意识到自身存在
的局限，话说得太满太过，结论下得
太早太绝，与疫情的实际进展发生
了错位。错位的次数多了，受众就会
产生专家的话“不可信”的感觉。

还因为，每位专家水平不同，角
度不一，经验各异，发表的看法肯定
不会完全一致，提出的建议也是五
花八门，甚至彼此矛盾、互相打架，
这又让受众感到无所适从，不知听
谁的好。专家们对同一个问题有不
同看法，同一位专家对某一个问题
的看法先后不一，本来是非常正常
的事。如果不同的专家意见总是高

度一致，疫情变了专家的意见永远
不变，那倒是不正常了。但是网络平
台不是学术研讨会，受众绝大多数
也是门外汉，遇到左右不一、前后不
同的专家看法，他们无法辨别，无所
适从，就会产生困惑甚至反感。

从受众角度说，也需要对自己的
思维方式作些调整。信任专家、崇拜专
家，也没有错。但要明白，专家也是人，
也会说错话，何况这是对新领域的探
索，不出错几乎是不可能的。对于一种
全新的而且还在不断变异中的病毒，
要求专家能一下子全说清楚，一点错
误都不发生，就强人所难了。

如果上述分析有点道理的话，
避免专家陷入“塔西佗陷阱”，双方
都要做些努力。

作为专家，发声谨慎点。
因为受众普遍相信专家，专家

说话就不能太随便。有把握的说，没
有把握的不说；有事实依据的说，事
实依据不足的不说；已经达成共识
的说，圈内争议很大的暂且不说。如
果某种想法觉得非说不可，说时留
点余地，供大家参考。专家之间的争
论是好事，但是争论的场合尽量限
制在学术圈内；不成熟的建议并非
一定没有价值，有时说不定能解决

大问题，但可以向决策机构提出，让
决策部门有更多的选择余地。本人
特别反感个别专家在网上恶意攻击
持不同意见的同行，这简直就是“自
毁长城”。以上这些，并非在限制专
家的言论自由，而是专家面对公众
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

作为受众，态度宽容点。
对专家的意见也不要盲目崇

拜，多听，多想，与各位专家的不同
说法多作比较，与实际情况多对对
号。虽然我们不是专家，但听得多
了，看得多了，也会发现，有些专家
说的话，靠谱的多，有些专家说的
话，靠谱的少，那就多听比较靠谱
的。本人也特别反感有些人，专家说
了错话，或者是你觉得他错了，就在
网上骂骂咧咧，无限上纲。这也不是
限制谁的议论自由，而是作为公民
在网上公开发言应该守住的底线。

如果专家发声谨慎点，受众态
度宽容点，专家进入“塔西佗陷阱”
的危机，或许就能避免。

无论是哪一个行业的专家，都
是国家的宝贵财富。保护专家们探
索未知领域的积极性，发挥他们在
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方面的重要作
用，对大家都好。

警惕专家陷入“塔西佗陷阱”
郑建钢

16 日，我市召开根治欠薪工
作领导小组 （扩大） 会议。记者从
会上获悉，上年度，我市共处理欠
薪纠纷 18776 件，为 3.34 万名劳动
者追回工资报酬 5.3 亿元，在当下
的根治欠薪冬季专项行动攻坚阶
段，我市各部门将协同努力，确保
农民工按时足额拿到工资报酬 （1
月 17 日 《宁波日报》）。

一年为3.34万名劳动者追回工
资报酬 5.3 亿元，其中的每一分钱，
都是农民工辛辛苦苦挣来的。由于
农民工投诉渠道狭窄，维权成本高，
本来就挣得不多的薪酬，要是再被
拖欠的话，维持日常生活都难。

近年来，受疫情反复、经济下
行压力加大等多重不利因素影响，
根治欠薪面临的形势更严峻、压力
更大。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保障
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以及有关劳
动用工法律法规，保障农民工合法
的劳动权益，各有关部门必须提高
政治站位，进一步压实责任，确保
欠薪问题及时化解。

欠薪问题由来已久，原因复
杂。有的是企业在当前的形势下，
确实遇到了经营困难，订单萎缩、
收入减少甚至出现亏损，目前支付
工资报酬暂时有困难；有的是用人

单位负责人法治意识淡薄，没有把
向农民工足额发放工资报酬当一回
事，随意拖欠工资已经成了家常便
饭；有的是企业明明不差钱，却恶
意欠薪、拒不支付劳动报酬，任意
侵犯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对于经营暂时遇到困难的企
业，应进一步推进减税降费，用好
留抵退税、贴息贷款、惠企补助等
政策，在助企纾困上下功夫，以减
轻企业经营压力，为农民工按时足
额拿到工资报酬创造条件。对于随
意欠薪、经常不能按时足额发放工
资报酬的企业，要督促企业加强用
工规范，进一步提高企业主知法、
懂法、守法的意识。对于拒不支付
劳动报酬的用人企业，则必须实行
多部门联动，加强劳动保障监察，
依法采取信用惩戒措施，让其付出
高昂的违法代价，以此倒逼其主动
履行支付工资报酬的义务。

保障农民工依法获得工资报酬
的权利，是企业最基本的行为规
范，更是法律的底线，绝不允许任
何人肆意践踏。人社等部门应该加
强执法检查，进一步健全农民工劳
动权益维护保障机制和工资监控制
度，为农民工主张合法权益提供全
面保护，保障农民工工资报酬“应
得尽得”，切实兜牢基本民生保障
底线。

根治欠薪需多渠道发力

叶金福

日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职称评审工
作的通知》，明确卫生、工程、艺术、
中小学教师等实践性强的职称系列
不将论文作为职称评审的主要评价
指标，评价标准中不得简单设立论
文数量、影响因子等硬性要求。政策
一出，中小学教师连声叫好——“终
于不用为发表而硬写论文啦”（1 月
17 日《光明日报》）。

长期以来，基础教育界有个认
识误区，那就是一说成果，首先想到
论文，一说成果大小，就看论文篇
数，这成了许多中小学教师职称评
审的痛点。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受论文
限制而无法正常评职称的教师不在

少数，有的教师辛辛苦苦教了大半
辈子的书，职称依然停留于中级教
师这一档。究其原因，就是因为评高
级职称必须有论文，导致不少教师
对高级职称“望而生畏”。这寒了很
多教师的心。

一些教师教了一辈子的书，却
拿不出几篇像样的论文，倒不是他
们不会撰写论文，而是因为他们整
天泡在学校里，不是忙着备课、上
课，就是批改作业或辅导学生。回到
家中，很多教师也是经常接到家长
的电话，或了解孩子的在校表现，或
询问孩子的学业情况，等等。加之，
近几年来，受疫情影响，很多教师除
了正常备课外，还要花费很多时间
制作网课课件。如此忙碌，教师哪还
有时间静下心来撰写论文？

再说，没有论文或不会撰写论

文的教师，就一定是“差教师”吗？答
案显然是否定的。笔者曾在多所学
校当过一线教师，也做过学校领导，
发现那些没有论文或不会撰写论文
的教师，教育教学水平和质量并不
比那些论文几十篇的教师差，反而
不少没有论文的教师倒是学校的教
学骨干和业务标兵。这难道不是对
评职称“唯论文”的一种莫大讽刺
吗？笔者以为，高水平、高质量的教
育教学，这才是衡量“好教师”的最
好标准。

此次人社部专门发布《通知》，
明确中小学教师“评职称不再看论
文”，无疑是中小学教师的一大福
音。一方面，“评职称不再看论文”，
打破了教师评职称“唯论文”的壁
垒，让更多教师不再被论文“所困”

“所累”，从而让更多优秀教师即使

不撰写论文，也照样能评职称，也照
样能成为高级教师。另一方面，“评
职称不再看论文”，也让更多教师有
充裕的时间，潜心教育教学，静心教
书育人。这一改变，于教师、于学生，
无疑双赢。

当然，“评职称不再看论文”，并
不等于教师不需要撰写论文。对于
一名优秀的教师来说，在保证课堂
教学水平的前提下，把自己平时一
些好的教育教学经验和成果，通过
论文的形式撰写成稿，既能不断提
升自己的教育教学水平，又能通过
分享的方式，让其他教师获益，何乐
而不为呢？

期待中小学教师“评职称不再看
论文”政策能尽快落地，并在各地各
学校落实，让广大教师跳出评职称

“唯论文”的怪圈，不再被论文裹挟。

“评职称不再看论文”是中小学教师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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