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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 聚焦

酒店出现医院枕套
卫生安全别玩“盲盒游戏”

诗与远方之外，诗与烟火同样精彩

这事往小了说，是送错装错了一个枕套；但往大了说，是布草管理体系的一个漏洞热点 话题

据澎湃新闻报道，近日，一
网友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入住杭
州城西银泰附近的亚朵，看到枕
套上印有杭州御湘湖未来医院
名字，后续酒店解决态度很好。
对此，涉事的杭州西溪紫金港亚
朵酒店发文致歉称，确认问题根
源是自采的洗涤供应商出现严
重工作失误，该店已经中止了与
这个洗涤供应商的合作。

入住酒店却遭遇医院布草，
问题根源出在洗涤供应商——
可能是混洗，或者分拣或配送环
节出了错。目前，市场上多数酒
店需要依靠第三方洗涤厂提供
布草洗涤服务，对于洗涤质量，
酒店方很难做到随时把控。以
前也曾发生过，酒店床单毛巾与
病号服混洗、医院床单和宾馆床
单混洗等事件。

可以说，布草洗涤乱象是行
业的一个暗疮。对于洗涤厂商，
我们需要更高的行业标准——
明确卫生指标、操作流程与监管
细则，以及更严的监督管理——
加大抽检频次与处罚力度，让洗
涤行业真正被“洗涤”干净，从而
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需要注意的是，外包并非
“甩锅”的借口，酒店对服务质量
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事往小
了说，是送错装错了一个枕套；
但往大了说，其实是布草管理体
系的一个漏洞。若酒店在供应

商筛选时，严格审查资质与卫生
条件；在日常验收环节，坚持抽
样检查，而非流于形式，这场闹
剧或许就可以避免。

医院枕套不该出现在酒店，
卫 生 安 全 不 能 仅 凭“ 肉 眼 判
断”。唯有秉持“拆开枕套看内
里”的较真态度，从供应商准入、
过程监管到结果反馈，从布草管
理到人员培训，构建全链条责任
闭环，才能避免马虎变失误，避
免失误酿成品牌危机。

卫生乱象令人深恶痛绝，不
妨向科技借一借力。生活中，有

的酒店采用 RFID（无线射频识
别）技术，给布草增添了“智能标
签”，方便储存和追踪布草的唯
一编号、洗涤次数、使用状态等
信息。有的给床品抹布装上芯
片，如果混擦会自动“报警”。
这些，无疑让酒店卫生安全问
题得到了更好保障，也值得借
鉴和推广。

无论如何，入住酒店不是
“开盲盒”，否则今天开出医院枕
套，明天会不会开出餐厅抹布？
卫生安全不是“盲盒游戏”，而应
是底线保障。 评论员 韩静

北京晚报：
堵住“水博”泛滥的漏洞

近日，教育部（中国）留学服务中心
发布《关于暂停泰国彭世洛大学学历学
位认证申请的公告》，表示泰国彭世洛大
学在核查工作中，向中心提供了相互冲
突、不真实、不准确信息，导致相关认证
工作无法继续开展。

泰国彭世洛大学不是第一所被点名
的海外高校。此前菲律宾亚当森大学、
菲律宾永恒大学拉古纳分校、法国克莱
蒙高等商学院、法国IPAG高等商学院、
法国欧洲互联网应用学院等高校，也因
虚报博士招生规模、恢复或变相恢复因
违规发放而被撤销的学位等被通报。留
学服务中心按下认证“暂停键”，是对涉
事高校教育教学质量和学历学位成色的
认真审视，凸显海外学历认证的严肃
性。洋文凭只有经得起认证，才能保得
住含金量。留学服务中心暂停受理泰国
彭世洛等大学学历学位认证申请，是对
留学生群体权益的保护，也是对教育公
平和劳动就业市场秩序的有力维护。

扬子晚报：
让每次射门都成为
城市发展的助攻

端午期间，苏超赛场内外上演喜剧
一幕：常州虽输球，却斩获文旅亮眼成绩
单；镇江“醋坛子”虽不敌宿迁“酒坛子”，
却让西津渡客流暴涨。9万名观众现场
观赛，带动 6个主场城市的银联异地渠
道文旅消费总额增长14.63%。

回望已经举办的三轮苏超赛事，我们
不难发现，各参赛城市收获最大的不是球
场上赢球，也不是靠赛事拉动的门票和短
期消费，而是一大批城市文化IP被社交
媒体重新解读。首先，苏超赛事流量在带
火了城市IP的同时，城市IP也在助推苏
超赛事的魅力。其次，用苏超赛事流量改
变城市刻板印象，让地域梗成为多维文化
的入口。最后，用好“体育+”的无限可
能，打造全方位的苏超赛事经济。体育+
餐饮、体育+住宿、体育+特产、体育+文
创、体育+健康……用体育语言重构地域
文化叙事，让每一次射门都成为城市发展
的助攻，这或许才是我们的初心。

羊城晚报：
公共自行车
“退役”带来的启示

据澎湃新闻报道，近期，多地宣布公
共自行车项目停止运营，并明确办理退
还押金事宜的时间。对此，不少地方解
释为设备严重老化、存在安全隐患等。
与此同时，也有部分地区的公共自行车
项目迎来更新换代。

这些昔日城市绿色出行的“老兵”，在
完成一段历史使命后，必然要“退役”。设
备老化等因素固然是直接推手，但公共自
行车退场背后，其实是城市出行模式和出
行生态自然代谢的一记回响。在破解群
众出行“最后一公里”难题上，公共自行车
曾经功不可没、风光无限，但其终究未能
跨越服务体验上的“最后一公里”鸿沟。
公共自行车的“退役”，本质是一场市场对
公共服务模式的无情筛选。同时，公共自
行车退场的背后，也折射出城市治理中政
府与市场角色协同的精妙课题。真正可
持续的城市服务，需要政府以“有形之手”
定规立矩、维护公平秩序，同时让市场的

“无形之手”在创新中释放效率。

□新华社记者

瞭望塔

城市周边露营基地帐篷林立、
本地博物馆迎来客流高峰、社区
组织的民俗活动吸引众多家庭参
与……每逢假期，不少人选择在家
门口轻量化“微旅游”“本地游”，这
也成为假日经济新的增长点。

“诗与远方”固然精彩，但免不
了长途旅行的舟车劳顿和热门景点
的人潮拥挤，家门口的好去处也证
明了“诗与烟火”同样精彩。在假期
享受触手可及的便利和别样的趣
味，这让人们重新审视旅游的意义
和生活的真谛。

旅游是放松身心，感受美好，并
非一定要跋山涉水。对很多人来
说，家门口的好去处，不仅能节省时
间和成本，让旅途行程确定性更强，
还能让人们以全新视角发现身边的
美好。一场家门口的乡村采摘，能
让人亲近自然、体验田园乐趣；一次

本地非遗工坊的参观，能让人触摸
历史脉搏、感受文化底蕴。这些“小
而美”的旅游体验，同样能带来心灵
的满足。

“诗与烟火”的融合还在重塑着
人与城市的情感纽带。当上海市民
带着外地朋友走进愚园路，在老洋
房的橱窗里读懂城市更新的故事；
当广州街坊在端午龙舟赛中重拾扒
龙船的集体记忆，地域文化已成为
融入日常生活的活态传承。这种浸
润式体验，不仅让游客感受到“此心
安处是吾乡”的归属感，更让本地人
在文化反哺中增强了身份认同。

对于地方政府和商家而言，“微
旅游”的兴起既是机遇，也是考验。
上海浦东新区的“跟着演出游浦东”
活动提供了有益借鉴：政府以30%财
政补贴撬动企业20%优惠，形成政企
合作半价礼包，既让利于民又激活
消费。这种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市
民参与的模式，本质上是对本地文
旅资源的系统性重构——从简单的
景点罗列到场景化体验营造，从一
次性消费到持续性关联运营。

当文旅发展从“求大求全”转向
“求精求特”，从游客经济转向主客共
享，才能真正实现“诗与烟火”的良性

互动。一些城市通过拆除景区物理
围墙、打破业态边界，让城市的每一
寸空间都成为文旅体验的载体，这些
做法都值得探索。这种变革不仅需
要政府的顶层设计，更需要居民的主
动参与。当每个市民都成为家乡文
旅的推荐官，当每条街巷都流淌着温
暖的故事，家门口的旅游才能真正成
为可持续的生活方式。

让“家门口的旅游”持续释放活
力，为假日经济注入新动能，同样需
要打造更多特色鲜明的“家门口”旅
游产品，完善基础设施和服务配套，
让居民和游客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
高品质的旅游体验。同时，还要加
强宣传推广，利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等渠道，将本地的“宝藏景点”“小众
玩法”推向大众。

从江南水乡的端午龙舟到塞北
草原的夏日那达慕，从岭南骑楼的早
茶夜市到湖北安徽的小龙虾盛宴，国
人的文化生活都藏在市井烟火之
中。“微旅游”的兴起同样也是文化自
信的体现——当我们用心凝视身边
的美好，便会发现那些浸润着人间烟
火的街巷里弄、传承着世代匠心的传
统手艺、回响着欢声笑语的社区活
动，本身就是最动人的“诗与远方”。

送错的床单？澎湃新闻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