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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部门联合开展五大专项行动

加强金融支持乡村全面振兴

走进名校访学、参观文博场馆、打卡
名胜古迹、探索天文地理……今年暑期，
研学旅行火爆出圈，迎来了一波新热潮。

与此同时，“研学游变‘到此一游’”
“月入一万不够研学7天”等吐槽声也不
时出现。研学游如何才能真正实现“有
研有学”？

研学市场持续火热也存隐忧

重庆酉阳县桃花源景区推出手工扎
染、漆扇DIY、石磨豆腐等10多种研学体
验课程；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结合当地
茶产业，大力发展“茶+文旅+研学”新业
态；贵州榕江县利用“村超”带来的巨大
流量，将体育赛事、苗侗文化与研学旅行
深度融合……

今年暑期，研学市场持续升温，研学
游新业态、新产品不断涌现，研学旅行成
为学校之外的“有趣课堂”。

从读万卷书到行万里路，研学风潮
的兴起，推动了博物馆热、研学营地建
设，研学旅行指导师等新职业也受到追
捧。艾媒咨询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
2023年中国研学游行业市场规模达
1469亿元，预计2028年将突破3000亿
元。

但与此同时，研学市场也暴露出一
些问题。

有的家长反映，一些研学活动游而
不学，效果不及预期。

“新华视点”记者日前在扬州中国大
运河博物馆看到，多支中小学生研学队
伍同时在馆内参观。一名研学指导老师
告诉记者，自己是在读研究生，来做兼
职；整个研学活动以做游戏为主。“孩子

们每天要看好几个点，在这个博物馆预
留的时间只有一个多小时；馆里人满为
患，我们很难让学生深入了解文物知
识。”

同时，一些人吐槽研学旅行费用高、
质价不符。在内蒙古某事业单位工作的
赵女士，送中考刚结束的女儿参加了跨
国研学游，费用4万多元。钱花了不少，
孩子却说不上来有啥收获。

在黑猫投诉等平台上，一些消费者
投诉研学机构存在住宿标准降级、用餐
标准偏低、研学行程缩水等方面问题。

此外，一些研学旅行保障不足，存在
安全隐忧。江苏省消保委此前所做的一
项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近两成的消费者
认为研学旅行的安全保障不到位；安全
隐患包括研学项目与学员年龄不适配、
随行工作人员未经医疗或应急培训、研
学旅行产品或场地存在安全风险等。

“教育＋”≠“旅游＋”

业内人士认为，研学游市场发展较
快，不少机构一哄而上，一些问题也随之
产生。

——主体鱼龙混杂，缺少行业规范。
随着研学市场兴起，传统旅行社、教

育培训机构、地方文旅集团乃至“网红”
老师等越来越多的经营主体纷纷涌入，
让竞争更加激烈。

记者在“企查查”上以“研学”为关键
词搜索相关机构，相关结果达4万多条；
其中，成立不满1年的公司就有近3000
家。相当一部分研学机构资质不全，课
程体系、师资团队和服务管理跟不上；一
些机构先拉业务，然后随意转包。

市场火热还催生出研学旅行指导师
这一新职业。一些机构通过开展所谓的
培训办证敛财。网络平台上，一些培训
机构声称“交费1000元、30天拿证书”，
有网友发帖称“第一次考研学旅行指导
师，7天拿证上岸”。

——课程研发不足，缺少创新产品。
研学旅行是一种通过旅行开展研究

性学习的活动，本质是“教育+”，而非“旅
游+”。然而一些家长反映，很多研学游
就是传统观光旅游产品“穿衣戴帽”后摇
身一变而来，能吃好喝好住好玩好，却少
有教育内容；打着研学的旗号，研学体验
项目及课程设计却主题模糊、内容空洞。

江苏省消保委问卷调查显示，34.7%
的受访者认为组织机构缺乏经验；31.5%
的受访者认为研学课程设计不科学、教
育功能缺失；21.7%的受访者认为研学导
师不专业。

——研学合同“埋雷”，缺少维权途
径。

广西南宁市民周女士给孩子报了外
地研学游，旅行社给出一份合同，合同对
消费者规定了高额违约金，提前7天告知
不能参团也要交全款50%的违约金；但
与此同时，合同对餐饮标准、服务质量等
规定都很含糊。研学过程中，由于对接
出了问题，原定方案里的很多事情无法
落地。家长们找旅行社沟通退费遭拒，
最终不了了之。

今年“3·15”，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
的2023年十大消费维权舆情热点中，“研
学游”“低价游”欺骗诱导暗藏陷阱引发
的相关投诉上榜。有的研学机构为逃避
自身责任，不与消费者签订合同，或者合

同中“埋雷”，增加了消费者维权难度。

减少乱象，提升研学质量

业内人士认为，随着研学市场日趋
火热，公众对研学游的期待和要求也越
来越高。亟需完善监管体系，减少行业
乱象，推动研学市场健康发展。

“研学的本质是教育和学习，要让孩
子在游览中学习，不能把研学游简单办
成观光旅游。”扬州大学旅游烹饪学院副
教授张爱平建议，研学机构要练好内功，
做好研学内容开发。要充分利用当地独
特的自然文化资源，挖掘特色主题，丰富
研学内容，完善课程体系，实现课程的趣
味性、知识性、科普性相结合。

好的研学课程离不开优质的研学旅
行指导师。专家建议，相关部门尽快出
台研学旅行指导师的从业标准，严格考
培流程，规范从业人员管理；相关高校可
有针对性组织相关培训。

作为一种文旅新业态，研学游涉及
学校、旅行社、研学基地等机构，教育、文
旅等部门有必要加强协同共治，共同促
进研学市场健康发展。

北京孟真律师事务所律师舒胜来建
议，相关部门可建立联动机制，开展定期
检查，加强对研学消费领域广告宣传、经
营资质、定价收费、人员资质等方面的监
管，推出研学旅行示范合同文本，公开透
明定价，保障研学旅行安全。

此外，消费者权益保护部门提醒，学
生和家长在选择研学服务前须仔细阅读
合同条款。如果发生纠纷，应及时向
12315或有关部门投诉，维护自身合法权
益。 （新华社北京8月5日电）

暑期如何成为青少年足球“黄金
档”？近日记者发现，即使暑期比赛日益
增多、足球活动不断丰富，但如何真正用
好暑期档，让暑期成为青少年足球发展
提质增效的“加速期”，仍是一个需要社
会各界多方协作解决的课题。

8月，首届“黄河母亲杯”沿黄河九省
（区）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在甘肃兰州激战
正酣。据了解，本届赛事致力于打造全
国性的青少年足球品牌赛事，吸引了全
国12个省（区、市）的24支青少年足球队
参赛。

对一些足球欠发达地区的球队来
说，长时间外出参赛，跨区域与强队切磋
交流，这样的机会只有在暑期才能实
现。来自青海的西宁城中区足协U13代
表队在此次邀请赛中遭遇来自河南的南
阳市足协U13代表队。尽管西宁城中区
足协U13代表队最终大比分落败，但主
教练蔺振华对记者说：“足球本来就是

（锻炼）抗挫折（能力）的运动，能让孩子
出来长见识，在场上拼搏起来，我已经很
欣慰了。”

近年来，全国暑期各类足球活动蓬
勃发展，暑期青少年足球赛事增多。蔺
振华说：“我们年年暑假都会出去比赛，
也举办过自己的比赛，邀请全国各地的
队伍参加。”

越来越多的球队、学校、家长参与进
来，让小队员们有更多的比赛机会。“孩
子每次比赛我都跟着他，去了好多地
方。”四川天泉文旅U13代表队的球员家
长程英说。

对于小球队而言，暑期不仅是“黄金
档”，更是“快车道”。青海省西宁市城中
区足协秘书长马佳表示，大量的空闲时
间既能让小球员们跨省比赛、开拓眼界，
也能让他们更系统地接受训练，迅速提
高足球水平。

“每年都有一个冬训和一个夏训，冬

天主要以训练为主，夏天以比赛为主。”
兰州市足球运动协会U13代表队球员家
长张耀华说。

多名教练表示，暑期能够成为“黄金
档”与球队的成长关系密切。然而，记者
调研发现，如何充分利用暑期档的宝贵
时间，进一步发挥暑假对于青少年足球
发展的增速作用，当前仍面临一些问题。

首先，由于我国青少年足球各地发
展基础不均，地域差异较大，高质量跨区
域赛事的不足使得东西差距进一步拉
大。据了解，当前东部地区能够依靠老
牌足球俱乐部和完善的青训体系组织高
水平比赛，西部地区青少年虽然足球热
情高涨，但缺乏高质量的比赛平台。重
庆两江育才中学U13代表队主教练张黎
说：“我们的U13只能参加全国邀请性质
的比赛，但质量比较好的比赛还是偏
少。”

其次，当前暑期足球办赛存在急功

近利的现象，具体表现为“杯赛多、联赛
少”。想要在杯赛取得成绩，必然会导致
高水平球队、球员疲于奔命，其他球队、
球员无赛可踢。业内人士表示，暑假期
间青少年杯赛“一哄而上”，让运动员休
息时间不足，不利于他们的专业能力成
长。

同时，暑假期间足球场地的利用率
仍待提高。近年来国家大力推动校园足
球发展，很多地方学校、公共足球场焕然
一新。但记者了解到，有些地方校园足
球场假期冷冷清清，“校园足球”变成了

“上学足球”，假期球场“铁将军把门”现
象突出。暑期在这些地方反而成为了

“足球淡季”。
业内人士表示，青少年足球是足球发

展的土壤，社会各界应利用一切可以利用
的时间与力量，开放协同，发挥乘数效应，
为青少年足球发展提供质量更高、养分更
足的“沃土”。 （新华社兰州8月5日电）

新华社北京8月5日电 记者5日从中
国人民银行获悉，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
管总局、中国证监会、财政部、农业农村部
决定联合开展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
加强金融支持乡村全面振兴专项行动。

五部门当日发布的《关于开展学习
运用“千万工程”经验 加强金融支持乡
村全面振兴专项行动的通知》提出，将实
施金融保障粮食安全专项行动、巩固拓展
金融帮扶成效专项行动、金融服务乡村产
业发展专项行动、金融支持乡村建设专项
行动、金融赋能乡村治理专项行动。

具体来看，将拓展粮食生产、流通、
收储、加工等全产业链金融服务场景，加
大高标准农田和设施农业建设金融支
持，深化种业振兴和农业科技金融服务，
支持符合条件的种业企业上市、挂牌融
资和再融资；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
帮扶县等重点地区和脱贫人口的金融支
持力度，保持脱贫地区信贷投放力度不
减，扎实做好定点帮扶工作。

同时，将综合运用信贷、债券、股权、
租赁等多种融资渠道，拓宽生物活体、养
殖设施等抵质押物范围，盘活农村资产

资源，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支
持农民增收致富，助推农村流通高质量
发展；开发人居环境贷款产品，加大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和生态文明建设金融支
持，强化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
设施金融保障，支持县域城乡融合发展；
创新金融支持农文旅融合模式，强化农
村基础金融服务，支持数字乡村建设。

此外，通知提出，强化货币政策工具
支持，充分发挥支农支小再贷款、再贴现、
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等货币政策
工具的激励作用，鼓励金融机构发行“三

农”、小微、绿色等金融债券，支持符合条
件的涉农企业发行资产支持证券、乡村振
兴票据、乡村振兴公司债券等融资工具。
同时，加强产业、财政、金融政策协同。

中国人民银行表示，下一步，将进一
步加强与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财
政部、农业农村部等部门的沟通合作，学
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及时总结金融
服务乡村振兴做法成效，强化统计监测
与考核评估，推动五大专项行动落实落
细，不断提升金融服务能力与水平，助力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研学游如何回归“有研有学”？

暑期如何成为青少年足球“黄金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