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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应对“入园难、入园
贵”再出实招硬招。省政府办
公厅近日印发《山东省城镇居
住区配套幼儿园专项整治工
作方案》，针对城镇居住区配
套幼儿园建设无规划、规划不
足或者规划不落实、应建未
建、应交未交、挪作他用等突
出问题，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专
项治理，要求各地2020年年底
前全面完成整改任务。

近年来，我省在学前教育
方面的进步有目共睹，但“入
园难、入园贵”的问题依然比

较突出。为此，省政府办公厅
在印发的“关于加快学前教育
改革发展的意见”中，特别对
城镇居住区配套幼儿园配建
标准与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

（公办幼儿园和普惠性民办幼
儿园在园幼儿数占在园幼儿
总数的比例）提出明确要求。
按照这一“意见”，城镇居住区
每3000-5000人口设置一所6个
班以上的幼儿园；规模不足
3000人口的居住区，规划部门
应进行区域统筹，合理规划幼
儿园配建项目。到2020年，普惠
性幼儿园覆盖率达到80%，普
惠性民办幼儿园达到民办幼
儿园总数的50%以上。不难看
到，提高城镇居住区配套幼儿

园配建标准针对的是“入园
难”，提升普惠性幼儿园覆盖
率针对的是“入园贵”。

“意见”虽好，落实不易。
多年以来，城镇居住区配套幼
儿园建设问题不少。有的没有
按要求规划配套幼儿园；有的
虽有幼儿园规划，但要么规划
幼儿园不能满足居民的实际
需要，要么未按要求开工建设
或者未列为首期建设。这直接
导致不少城镇居住区配套幼
儿园应建未建。与此同时，有
些已按规划建成的配套幼儿
园未依有关法规政策或合同
约定移交当地教育部门，甚至
被开发企业违规挪作他用，比
如被出租、出售办成高收费民

办幼儿园。这些问题的长期存
在严重影响了幼儿园的供给。

这种影响不仅有总量上
的缩减，更有结构上的“劣
化”。按照相关规定，居住区配
套幼儿园应优先办成公办幼
儿园，条件不具备的可由教育
行政主管部门通过招标方式
按照约定条件无偿委托公办
幼儿园、学前教育专业机构、
社会团体、民办幼教集团等办
成资产国有的普惠性民办幼
儿园。从这个角度来看，城镇
居住区配套幼儿园建设的不
达标首先就意味着公办幼儿
园与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数量
上的折损，客观上加剧了与普
惠性幼儿园供给不足高度相

关的“入园难、入园贵”。
及时出手，针对城镇居住

区配套幼儿园建设存在的突
出问题，任务细分、分工明确，
按照“一事一议”“一园一案”
的原则，对全省城镇居住区配
套 幼 儿 园 进 行 限 期 专 项 整
治——— 直接将触角伸入千家
万户所在的小区，在看似琐碎
的幼儿园配置环节集中而坚
定地用力。这样的治理之策切
口虽小，但挠到了“入园难、入
园贵”的痒处。经由一番扎实
有力的整改，到2020年，普惠性
幼儿园的覆盖率达到预期目
标，家长们不再为“入园难，入
园贵”而发愁，这样的情景，该
有多么令人期待。

应对“入园难”，先增供给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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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纪念品同质化的根在急功近利

□李秀荣

本应为旅游目的地独一无
二的纪念名片，却以“同一张脸”
出现在全国各地旅游景点，“同
质化”“低端化”甚至“地摊化”成
为我国旅游纪念品市场的尴尬
标签。记者近期在多地景区采访
发现，木梳、披肩、帽子、手串等
成为多数景区的标配型“地方特
产”，更有甚者，一块一模一样的
丝帕，在杭州叫“杭绣”，去了苏
州叫“苏绣”，到了四川成了“蜀
绣”，在河南又称“汴绣”。

按理说，旅游纪念品本应
是某地特有的或特别著名的产
品，富有当地的文化历史内涵，
有些纪念品甚至只能在当地才
能生产。然而，当成百上千个景
区都在贩卖“同一张脸”，谁还
会认为值得购买、值得为“到此
一游”留念？

不同景区销售相同纪念
品，从表面看，缘于那些纪念品
缺乏创意。实质上，却是因为景
区纪念品以“钱”为本，而非以
景区为本、以游客为本。

旅游纪念品除了经济利益
之外，还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
可惜的是，如今的景区，在追逐
高额利润的同时，却忽视了旅

游纪念品所承载的文化因素。
在这种急功近利心态的主导
下，他们纷纷通过工厂流水线，
大批量生产“放之四海而皆准”
的旅游纪念品，比如被称为“×
绣”的手帕，就可以被冠上“杭
绣”“苏绣”“蜀绣”“汴绣”；他们
为了节省成本而粗制滥造，生
产出的旅游纪念品质量低劣，
价格却畸高，反正购买旅游纪
念品只是“一锤子买卖”，很少
有回头客。

更有甚者，一些景区“山
寨”其他景区的纪念品，当作本
地旅游纪念品予以大量生产和
销售，加之有关部门对旅游纪
念品版权保护不力，对盗版打

击不够，即使不同景区相隔数
千公里，比如海南与北京、上海
与新疆，但出售的景区纪念品
却“不谋而合”。

有了强烈的利益驱动，景
区旅游纪念品的地方特色、民
族特色、文化与历史内涵等，又
会有多少景区顾及？

旅游纪念品长“同一张
脸”，不仅会让游客产生审美疲
劳，且不利于推广各个景区的
独特旅游价值。尤其是同质化、
低端化、地摊化的旅游纪念品
会大大拉低国人的旅游购物消
费。据统计，旅游购物在欧美国
家占旅游业收入的50%到60%，
在亚洲发达国家占40%以上，

而在我国目前只占28%，这表
明，国内外游客对我国的旅游
商品处于不满意的状态。

如何让旅游纪念品走出同
质化怪圈？各景区要舍得投入
人力财力，挖掘地域特色文化，
搞旅游商品研发，打造离开本
景区就买不到的特色纪念品；
各地相关部门应针对地区文化
挖掘、文创产品研发，加大人才
培养力度；文化、版权保护等部
门应注重旅游纪念品的知识产
权保护，知识产权保护不到位，
会影响旅游纪念品研发的积极
性，也会拖累文创市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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