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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中话

年味正在消失吗？每每临近年关，总是
能听到类似的讨论。随着民众生活水平的
提高、交通方式的便捷化、家庭结构的变迁
以及现代人情感需求的变化，如今过年的方
式的确与以往有很大不同，年味的载体也因
此产生变化。但年之新味，同样津津有味。

年之文化味。最近，浙江 2024 年全省
“博物馆里过大年”活动正在火热开展。春
节期间，浙江的国有博物馆将推出 120 多场
展览，以及非遗手工体验、喜迎辰龙新年集
市等290多项体验活动。随着“文博热”的兴
起，春节团圆之际与亲朋好友相约看春晚、

观贺岁电影、听新年音乐会、赏元宵花灯之
外，逛博物馆也成了一个流行选项。将文博
参观与传统民间艺术推广、非物质文化遗产
展示、民俗文化共赏结合起来，为民众奉上
一顿文化“年夜饭”之余，也成就了文旅融合
的有效探索。从饭桌上的大鱼大肉，到书桌
前的大饱眼福，从口腹的满足到精神的满
足，年味在内涵转变中递进着人们对美好生
活的期盼。

年之共富味。1 月 30 日，乡村春晚的发
源地丽水，开行了首次以“丽水村晚”为主题
的新春高铁专列，吸引众多全国游客“龙年
来浙丽，欢喜看村晚、住山居，幸福过大
年”。1981年，丽水庆元月山村村民，用一副
锣鼓、两把二胡、三支笛子拉开了“月山春
晚”的帷幕。43 年的传承创新，让“月山春

晚”成为中国式乡村过年文化样板，成为文
化撬动乡村经济的支点。十里不同的乡音
乡曲，生动原始的舞蹈鼓点，熟人齐聚的其
乐融融，“村晚”在全省乃至全国乡村遍地
开花，让农民回归社会议题的中心，见证了
乡村振兴、走向共富的步伐，赋予乡土中国
和新时代农民无限魅力。回家吧，去看老家
的“村晚”——这种“限定款”年味，反过来成
为一些离乡者心之所向的文化景观和新式

“乡愁”。
年之新中式味。盘扣皮衣叠穿帽衫、宋

锦外套搭配牛仔裤、针织毛衫配马面裙⋯⋯
有媒体发现，最近不少年轻人都在为自己和
家人添置“新中式”服装，作为今年过年的

“战袍”。杭州四季青服装批发市场，“新中
式”服饰成了整个批发市场的主流；海宁许

村有超过100家厂商在从事“新中式”服饰相
关产业，日产布料达 3 万米。这些年轻人的
年味里，穿新衣、戴新帽中的“新”，不再是新
旧的新，而是新式的新。这是“民族血脉觉
醒”，是文化自信的张扬，也是中国几十年经
济高速发展、物质财富大量积累赋予新一代
年轻人的审美“特权”。

或许今天的我们，无法体会欢天喜地置
办年货、全家整整齐齐看春晚的年味，不再
需要体会一年只有一回团圆、一夜无眠盼着
天亮穿新衣的年味，但不必忧伤，时代的发
展赋予我们更多的选择，正在依据当下社会
现实慢慢更新，形成新的仪式、新的风俗。
环顾身边、四望神州，从城到乡、从南到北，
年味并没有消失，而是以新的方式进入人们
的生活，塑造这一代人的年之新味。

年之新味，津津有味
张 萍

近日在贵州毕节市威宁县小海镇发生的
“撒盐止席”事件，引发全网关注。

1 月 31 日，威宁县回应称，1 月 30 日，该县
小海镇某饭店有村民为其孩子举办“剃头酒”。
闻讯后，小海镇副镇长赵某带领镇村相关工作
人员前往劝阻，过程中沟通不畅，发生往食物中
撒盐等不当行为。已对相关人员进行严肃批评
教育并要求作出深刻检讨，且向村民致歉已获
谅解。这一表态表现出自省、谦抑的态度，令人
欣慰。

贵州毕节曾发文坚决抵制巧立名目、借机
敛财的酒席，如搬家、迁坟、垒坟、出院等。现如
今，不少地方办酒席，或主动攀比，或被动卷入，
在菜肴上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浪费现象，也助推
了人情债，老百姓自己也感到压力山大。就毕
节此事而言，工作人员到现场劝阻恐怕也是按
照当地的倡议来履职，但错就错在以浪费制止
浪费，形成荒唐、荒诞局面，这是涉事群众和众
多网友都无法接受的地方。

移风易俗、人情减负的意义毋庸置疑。当
地办席乱象由来已久，令群众叫苦不迭。1 月
30 日，威宁县张女士发视频吐槽，“从放假回家
我已经吃了不下 20 台酒，我们威宁办酒真是让
人太恼火”，这一声音在网上引发共鸣。正如她
所言，搬家要办、生娃娃也要办、从一楼搬到二
楼要办、娃娃剃头发也要办⋯⋯万事皆可“办
席”带来的是沉重的人情负担，让群众陷入谁都
烦、谁都办的怪圈。这一困局，必须打破。

但整治不能靠“撒盐”，不能指望通过简单
粗暴的做法“一劳永逸”。“撒盐”的实质是向群
众心上“撒冰”，不仅极易激化矛盾、违背治理初
衷、影响治理成效，还会损害干群关系。事实
上，“撒盐止席”后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令治
理者面临前所未有的尴尬。这个教训再次说
明，移风易俗的关键点，是在呵护群众心灵和尊
严的基础上，润物无声、循循善诱，逐步推广清风徐来的新民俗，
而不是烈火烹油、强按牛头。

当前，在移风易俗中，动辄简单粗暴处理的现象并不鲜见。
例如，个别地方喜欢以“一刀切”的方式，强制推行“彩礼标准”、
禁止“二婚酒”、不准“蹲着吃饭”等，引发争议。这种不顾实际情
况、好心办坏事的现象，引发群众担忧。

说到底，陈规陋习要治理，简单粗暴的方式也得治理。唯有
坚决制止“简单粗暴”，营造文明疏导、理性推动的新气象，才能
打消群众疑虑，赢得群众衷心拥护，形成移风易俗的合力。在这
个问题上，既需要及时叫停跑偏现象、予以问责，也要致力于提
高基层人员对政策和民情民意的理解和认知能力，切实增强政
策落实的一致性、严肃性。

移风易俗殊为不易，工作中遭遇阻力可谓寻常，一旦在个案
的处理上达不到要求，压力骤增也可以想见。“撒盐止席”事件
中，政府工作人员被“逼”到撕破脸、不顾形象的份上，有个人行
事风格的因素，也可能有压力传导的因素。

在移风易俗过程中，如何处理好压力与动力、理性和惯性的关
系，逐步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着力突破治理中的乏力、失措、失序局
面，从源头上消解“撒盐止席”所暴露的症结，既是基层工作人员应
该直面的考题，也是一个地方需要系统研判、集中攻克的难题。

移风易俗应多点循循善诱

伍里川

朱浙萍

近日，在厦门开往上海的 G1654 次高铁
列车上，出现了温馨的一幕：一群小旅客在乘
务员的带领下有说有笑地玩起了趣味小游
戏。原来，这列高铁的9号餐车车厢部分区域
被临时改造成“遛娃舱”，上车的小旅客可在
家长陪同下来此参与游戏、借用玩具或读书。

据悉，今年春运期间，自厦门始发开往
北京、上海、南京等方向的部分16节车厢“长
编组”高铁列车开设了“遛娃舱”。这一创新
举措，迅速登上热搜，网友纷纷赞其有温度、
人性化，并调侃道：“不怕孩子吵了，而是怕
到站了孩子不肯下车怎么办？”

眼下，带着孩子高铁出行已成为很多家庭
的日常。但由于孩子年龄小，特别是在封闭的
空间中，情绪无法预料和控制，一些吵闹、跑动
行为难免给其他旅客造成影响，进而招致指
责、引发争吵，有时甚至演变为肢体冲突。

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有的高铁线路在车
厢里反复播放广播：“如果有婴幼儿哭闹，请
家长带其前往车厢连接处。”这一做法引发
许多家长不满，认为自己被区别对待，也引
发公众对高铁车厢这一“公共空间”归属的
关注和讨论。

近年来，有不少网友建议高铁列车设置
专用的“儿童车厢”，把吵闹的“熊孩子”集中

到一起。这种“一刀切”的硬性分隔，也被
不少人诟病是一种简单化的隔绝思维，是收
窄社会宽容度的表现。

这次春运期间，部分高铁列车设置“遛
娃舱”是一次有益的探索。区别于硬性划分
的“儿童车厢”，“遛娃舱”是一个更加有弹性
的、流动的空间，对餐车进行临时改造，打破
传统高铁车厢单一的功能布局，巧妙地将亲
子休闲空间融入其中，方便了有“遛娃”需求
的旅客，给孩子的旅途带来乐趣，也让其他
旅客获得更好的乘车体验。“脑洞大开”的背
后，不仅是空间的改造，更是服务的升级、人
文的关怀。

随着人们对出行品质需求的日益提高，
铁路的服务方式也在与时俱进。此前铁路
部门探索设置高铁“静音车厢”，也是尝试在
公共空间寻找守护私域的可能性，是对旅客
痛点的细腻触摸，对社会期待的积极回应。

这种创新探索，为如何改善公共空间提
供了一些思考。不仅高铁、地铁、飞机等公
共交通工具，也包括公园广场、停车场等其
他城市公共空间，哪怕是小小的改造和更
新，只要做到真正贴合群众需求，多一些灵
活化、精细化，让群众有更多选择、感受到更
多尊重，一个包容、共融的公共空间就能“生
长”出来，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互动，也将充盈
更多温暖与和谐。

高铁“遛娃舱”，有弹性更人性

老年人过年给孩子发压岁钱是传统习俗，本意是图个喜庆，可一些地方的网友反映，近年来压岁
红包攀比愈来愈严重。“低于这个数，拿不出手！”对于家里小辈众多的老年人来说，变味的压岁钱带
来很大的经济压力和烦恼。遏制红包攀比风刻不容缓，莫让压岁钱“压垮”老年人。

陈昱志 金妍 作

“压岁”莫成压力

·资 讯··资 讯·

碧海银滩的“生态岛”

“神话之鸟，孵化了！”去年6月，在海
天之间，南麂岛迎来极度濒危物种——
中华凤头燕鸥的诞生。

环绕海岛，鸟声长鸣，恍若一曲出

世精灵绽放之舞。
保 护“ 湿 ”与 远 方 ，绘 就 生 态 画

卷。作为浙江“宝岛”，南麂列岛是中
国首批五个国家级海洋类型自然保
护区之一，也是中国最早加入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
的海洋类型自然保护区。目前，南麂

共鉴定有 2155 种海洋生物，鱼类 393
种，贝类 422 种，大型底栖藻类 186
种，贝类及大型底栖藻类分别占全国
贝藻类种数的 15％和 25％，约占浙
江省贝藻类种数的 80％，是我国主要
海洋贝藻类的天然博物馆、基因库。

“全力护航南麂生态环境，打造
碧海银滩‘生态岛’。”南麂保护区管
理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去年以来，
他们先后编制《浙江平阳南麂列岛国
际重要湿地修复方案》《浙江平阳南
麂列岛国际重要湿地规划》等，明确
了南麂列岛湿地保护的总体要求、空
间布局和重点任务，为全面加强南麂
列岛湿地保护提供制度保障。同时
大力开展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
化保护和生态修复，如海岛植物保护

（一期）工程，通过清理危害植物、树
木病虫害防治、裸露山坡或山体植被
等，有效增强南麂保护区生态自我修
复能力，提升南麂列岛陆域及周边海
域生态系统稳定性。

其中最引发关注的，是南麂开展鸟
类资源修复工作，启动中华凤头燕鸥繁
殖栖息地建设与招引研究项目，当年实
施招引，当年就取得了突破，成为浙江
第三个中华凤头燕鸥人工招引地。

此外，平阳县人民法院、平阳县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等单位同样多措并举，加大
力度扎实推进当地生态环境保护。

“海陆空”一体化的
“科技岛”

“你们看，目前虎屿岛水底已经监
测到贝类 403 种，藻类 174 种。”近日，
南麂岛生物多样性潮下带监测及蓝碳
数字平台正式投入运行，工作人员通
过监控大屏幕就能实时查看水底生物
种类变化及设备情况。

聚 焦 生 态 保 护 ，首 先 要 摸 清 家
底，并能实时掌握生物多样性状况。
为此，近年来，南麂岛积极向科技借
力，持续推进科研“数字化”建设，建

立健全一体化数字运用平台，实现
“空、天、地、海”一体化、可视化、智能
化执法管理和生物多样性监测，让生
态监测有了“千里眼”和“顺风耳”。

此外，该保护区还先后创成省级博
士后科研工作站、温州市院士专家工作
站等科研平台，建设南麂海洋科研中
心，持续强化与各科研院校（所）“产学
研用”合作。积极发挥海洋自然保护区
的自然教育功能，打通“科研—科普”链
条,打造南麂海洋科教馆，并构建南麂
列岛潮间带大型生物智能识别系统，目
前已完成数据库构建、系统研发工作，
整体测试识别准确率达90.1%。

人海和谐共生的
“奔富岛”

“咕咕，咕咕⋯⋯”傍晚时分，在南麂
岛汇海渔业的养殖基地里，一条条刚捕捞
上岸的大黄鱼露出金黄色的肚皮，不停地
跳 跃 ，数 十 名 工 人 麻 利 地 进 行 分

拣。-60℃快速冷冻，经过冷链包装处理
的大黄鱼将运往上海、杭州、南京等8个
城市的盒马门店。

不仅以海为生，更与海共生。近年
来，该保护区积极探索湿地“共建、共管、
共享”机制，使南麂岛民真正享受到生态
环境价值转化带来的实惠，有效形成一条
海陆联动、渔旅融合的海岛发展之路。

据悉，南麂大黄鱼养殖通过规范
管理、技术交流和资源共享，实现了从
零散家庭作坊到集群标准化养殖的转
变。目前大黄鱼养殖海域面积已达
1500 亩，年产值达 3.3 亿元，每年可为
南麂镇及周边地区村民提供销售、养
殖、捕捞等上百个就业岗位，直接带动
岛民增收致富。

一条鱼振兴一座岛。大黄鱼还从单
纯的养殖产业向全产业链转型升级。去
年盛夏，南麂岛海洋牧歌渔旅体验园正式
投入运营，启动大黄鱼文化节、推出黄鱼
宴等活动，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游客，逐渐
成为渔旅融合的网红打卡点。

平阳南麂岛：海天之间，书写生态文明答卷
殷诚聪

平阳南麂岛：海天之间，书写生态文明答卷
殷诚聪

贝藻王国，蓝色牧场。在世界罕见的贝壳沙海滩上，璀璨星河与“蓝

眼泪”奇观同框，令人沉醉于梦幻仙境之中。

位于东海黄金海岸线上的南麂列岛，近来不断凭借“颜值气质”火爆

出圈。

去年 2 月 2 日世界湿地日，南麂岛迎来又一高光时刻：被列入国际

重要湿地名录，成为浙江省继西溪湿地之后的第二个世界级湿地。而

后，南麂岛还先后高分入选我国首批“和美海岛”及我国第二批“美丽海

湾”。

如今，升格“世界级”湿地已有一年，南麂岛发生了哪些变化？

“实现了‘颜值’与‘内涵’双提升。”南麂列岛国家海洋自然保护区管理

局有关负责人告诉笔者，去年以来，南麂岛全面提速生物多样性保护、环境

高颜值提升、社会高效能治理，积极探索人海和谐、惠民共富的新路子。

近日，杭州市临平区东湖街道泉漳村
文化礼堂内舞狮纳福、歌舞和鸣；礼堂外
挥洒泼墨、喜气洋洋。由东湖街道主办、
泉漳村承办的“我们的村晚暨百场活动下
基层启动仪式”热烈开演。由此，东湖街
道以“我们的村晚”为序曲，拉开百场新春
活动下基层的序幕，为辖区居民献上恭贺
新岁的“文化盛宴”。

本次活动分为“舞狮纳福写春联”“欢
歌热舞迎新春”“五星宣讲员颁奖”三大篇
章 ，东 湖 政 协 书 画 基 地 老 师 现 场 提 笔 送
福，10 余个精彩节目轮番上演，多民族舞
蹈同贺新喜。早在一个多月前，乡贤们就

相聚大运河畔，依托“众治同心荟”平台，
集众智共谋划，在新春佳节前夕以充满中
国年味的文艺活动形式传承文明新风。

近年来，东湖街道搭上农文旅融合发
展的快车道，插上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
用的金翅膀，吸引了泉漳村 980 亩智慧生
态田园产业综合体项目落地，以“鱼菜共
生+粮经轮作”的大生态循环技术为核心，
打造高效生态农业和乡村共富样板。乡
贤徐建荣依托大运河畔夜潮土含沙量大
保湿能力强的优势，在姚家埭村搭建小林
黄姜非遗生产基地，优化“基地+农户”模
式，为东湖特色产业发展提供“基地轻生

产，农户轻资产”的经验，探索“乡贤领路，
非遗传承”的共富路。2023 年泉漳村文化
礼 堂 的 建 成 ，更 是 进 一 步 延 伸 了 统 战 阵
地，常态化开展文化下乡、便民集市、志愿
服务、非遗课堂等服务，迈出了“乡贤+文
化传承”的探索步伐。

据 了 解 ，东 湖 街 道 高 度 重 视 乡 贤 工
作，不断创新工作载体，进一步激活乡贤
能量，让新时代乡贤成为推动街道经济社
会发展的强大力量，比如持续擦亮“情满
东湖”宣讲团、“东湖红石榴”综合文化驿
站、“东湖同心荟”志愿队 3 个品牌，打造
具有鲜明东湖特色的统战工作品牌；建立

东湖街道统一战线阵地矩阵，打造“1+N”
模式，即 1 个东湖荟总站+N 个村社分站
的 统 战 联 络 站 模 式 ；探 索“ 新 乡 贤 + ”模
式，围绕“乡贤＋社会治理”“乡贤＋产业
发展”“乡贤＋公共服务”“乡贤＋文化传
承”四篇文章；成立以新乡贤姚祖根为带
头人的“老姚工作室”，吸引新乡贤加入

“ 乡 贤 俱 乐 部 ”，开 展 民 情 问 诊 、困 难 帮
扶、矛盾调解、社区治理等工作，进一步
凝聚引导乡贤在强化基层社会治理、领路
乡村共富、传承东湖文化历史、弘扬统战
精 神 等 方 面 发 挥 参 谋 助 手、示 范 引 领 作
用。

临平区东湖街道：群贤助力乡村共富，舞狮纳福传承新风
董家圆

情景快板节目《共富东湖谱新章》 （图片由东湖街道提供）

· 公益广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