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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碑和信任不

是凭空产生的。“第

三方测评”只有坚

持以维护消费者正

当利益为根本，真

正经得起全社会的

“测评”，才能赢得

消费者的信任。

观点
扫描

面对“睡门”

背后的困境，我们

不能仅仅停留在

表面的认知与了

解上，更为重要的

是要从源头上解

决问题，让年轻人

生活在一个更加

宽松、和谐的环境

中。

古城古镇应立

足自身资源禀赋，

打造特色品牌。独

特的历史文化资源

是古城古镇的核心

竞争力，也是建设

的灵感源泉。

近日来，“睡门”成为网络热词，其背后凸显的是当
代年轻人夜晚难以入睡的困扰。失眠成为当下年轻人
身体“亚健康”的原因之一。年轻人的失眠困境及身心
健康问题急需被看见、被理解、被重视。

年轻人渴望加入“睡门”，背后折射出的是年轻人心
理压力增大、生活节奏加快、接收的碎片化信息过多等
多因素交织的结果。白天忙于学习、工作和社交，脑子
里始终紧绷着一根弦，只有晚上的时间真正属于自己，
身心却不能完全放松下来，受现实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及
对未来的焦虑困扰，本应放松身心的夜晚时光却深受入
睡难的困扰。

渴望加入“睡门”不仅揭示了年轻人的失眠困境，更
触及了深层原因中他们内心深处的焦虑和无奈。当今
社会竞争愈加激烈，仿佛一停下来就会被别人追上，年
轻人面临着更多的生存压力。他们渴望通过努力获得
认可，却又担心自己的努力不能获得预期的回报，这种
矛盾心理让他们陷入了深深的内耗，进而影响了他们的
睡眠质量和身心健康。

《2022年国民睡眠洞察报告》显示，中国人均每天睡
眠时间仅为6.5小时，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18-28岁

的年轻群体更是只能睡5.9小时，面临着更加严重的睡
眠问题。长期失眠或睡眠时长过短会导致人体免疫力
低下、记忆力下降甚至引起相关疾病。这些危害提醒我
们必须关注年轻人的睡眠健康和身心健康。

面对“睡门”背后的困境，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表面
的认知与了解上，更为重要的是要从源头上解决问题，
让年轻人生活在一个更加宽松、和谐的环境中。这需要
我们共同努力，从政策制定、企业文化、教育引导等多个
方面入手，减轻年轻人的生活压力和工作负担，让他们
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关注自己的身心健康。

对面临失眠困境的个人来说，可以采取一些助眠手
段，如听助眠音乐、改善睡眠环境、调整规律作息等方法
来快速入睡。对企业来说，要减少员工的加班时长、关
注员工的身心健康、合理安排工作量，为员工提供良好
的工作环境。相关部门可以加大健康睡眠的科普力度，
提高公众对睡眠问题的认识。

“睡门”不仅是一个简单的流行语词汇，更是一个需要
全社会关注与支持的关乎年轻人身心健康和社会发展的
重大问题。我们需要正视这个问题，理解年轻人的困境和
需求，为他们提供更多的支持和帮助。 苏佳 来源：红网

渴望加入“睡门”，折射年轻人无处安放的焦虑

“双十一”刚过，“双十二”马上接档。电商平台上，
琳琅满目的商品让很多消费者不知道选什么。一些能
提供实证数据、进行科学测评的“第三方测评”博主，成
为消费者的“参考对象”，协助比对产品优劣，做出选购
决策。

但随着测评“蛋糕”做大，一些测评博主缺乏资质、
测评标准过低、假测评真带货、收钱抹黑其他企业等问
题也暴露出来。这些本该帮助消费者“避坑”的“第三方
测评”，却成了消费陷阱。

变味的“第三方测评”，经不住法律法规的“测评”。
测评与实物严重不符、用绝对性词汇过度宣传、假测评
真带货等乱象，都涉嫌以虚假测评误导消费者。一些行
为可能涉嫌违反广告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等法律。
“第三方测评”也该接受“测评”。
近日，多家互联网平台企业、网络直播营销人员服

务机构和从事第三方测评活动的组织及个人共同成立
“第三方测评诚信自律同盟”，以推动第三方测评规范、
健康、有序发展。

行业自我“校正”的同时，平台也须把好“出口”关。
建立测评博主的认证和准入管理机制，一旦发现违规内
容要及时处置，不要让测评发酵成“恶评”。

口碑和信任不是凭空产生的。“第三方测评”只有坚
持以维护消费者正当利益为根本，真正经得起全社会的

“测评”，才能赢得消费者的信任。
杨淑馨 尹一如 来源：新华网

“第三方测评”也该“测评”一下

近期，投资高达25亿元的某古城因生意惨淡、不得
不进行重整而备受关注。近年来，许多地方斥巨资建设
古城古镇，动辄投资上亿元，但不少项目却陷入了低效
运营甚至荒废的困境。这一现象提示我们需要对古城
古镇的发展进行冷静思考。

众多游客对古城古镇情有独钟，市场需求持续旺
盛。中国旅游研究院调查显示，超过90%的受访者曾参
与古镇旅游，且不少游客在规划年度出游时，会将古城
古镇作为备选目的地，显示出这类景区已成为旅游基础
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少地方寄望于通过打造古城古镇，推动当地文旅
产业繁荣发展。虽然不乏如山西平遥古城、云南丽江古
城等成功案例，但同样存在大量因前期投资巨大而经营
不善的反面教材。这些项目普遍存在过度商业化、产品
同质化严重、运营粗放等问题。

古城古镇的建设与运营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长远
规划。在建设初期，应科学规划，既要保护历史遗迹，又
要深度挖掘特色资源。鉴于当前游客对慢生活、深度游

的偏好，景区还需进一步完善餐饮、住宿等基础设施，提
升服务质量。同时，要保持动态调整，不断优化景区项
目与服务，以满足文旅市场的新需求。投资方也需保持
耐心与定力，避免盲目跟风，以免陷入过度商业化的陷
阱。

古城古镇应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打造特色品牌。独
特的历史文化资源是古城古镇的核心竞争力，也是建设
的灵感源泉。从建筑风格到民俗活动，从街边美食到文
创产品，都应紧扣地区特色，避免千篇一律。在此基础
上，要对古城古镇的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
展，充分利用新技术、新场景、新业态，让文旅资源焕发
新生机。

此外，古城古镇还需吸收优质市场资源，激发创新
发展活力。针对部分古城古镇在消费者需求洞察、资源
整合、运营管理等方面存在的不足，应加强市场化运作
与管理，引入多元经营主体参与投资、建设、运营，从而
分散市场风险，为古城古镇注入新的活力。

张晓 来源：经济日报

古城古镇热中也需“冷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