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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长出角来反怕狼”
■ 金之平

■ 杨建楠

老手艺不能老守着那点“艺”
历史是一座城市的记忆，文化

是一座城市的灵魂。传承好城市文
脉，把文化影响、时代精神融入城市
发展全过程，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
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文化力
量，是城市迈向现代化过程中的一
道必答题。

瞄准“好不好”用力

对话人：

罗海燕 天津社科院文学与文化研究所副所长

闫 丽 本报评论员

■ 蒋丽莉

功夫下在平时
而非“评”时

莫待“亡羊”再“补牢”
■ 李娜

近日，一则“女子不满

在星巴克看见外卖员”的消

息上了热搜，引发广泛关

注。原来，在四川成都的一

家咖啡店内，一红衣女子对

在店内休息的身穿外卖制

服的男子说，“你还在这里

干嘛……”有工作人员过来

劝解，该女子称，“咖啡店的

空气都让他污染了”“外卖

小哥永远不可能跟我处在

一个层面……”

“你高高在上的样子，

真丑。”这个热搜下面，有这

样一条高赞评论，说出了很

多人的心声。视频中的这

位女子在公共场合“先敬罗

衣后敬人”，以高高在上的

姿态无理取闹，公然用言语

侮辱他人，殊不知自己才是

“污染空气”的罪魁祸首。

这类事件并非个例：有人坐

在车里往外扔垃圾，被环卫

工提醒后，破口大骂“你算

什么”；有的外卖小哥到商

场送餐时，遭到工作人员擒

抱阻拦……

靠劳动吃饭，不丢人，丢

人的是傲慢与偏见。无论外

卖小哥，还是环卫工人，他们

都是为了生活努力奋斗的

人。为了把美食送到我们的

手中、为了把城市变得更美

丽，他们付出了很多辛勤的

汗水。用粗俗的眼光将人分

成三六九等是一种恶意，更

是歧视。

让劳动者感到被尊重，

是全社会的责任。“外卖诗

人”王计兵曾经这样写道：

“每天我都能遇到/一个个

飞奔的外卖员/用双脚锤击

大地/在这个人间不断地淬

火。”维护“淬火者”的尊严

体面，是社会应该给予奋

斗者的基本善意。在很多

地方，一些闲置空间被改

造成暖心驿站，户外工作

者“热可纳凉、冷可取暖、

渴能喝水、累能歇脚”。从城市温度的提升到个人

道德素养的提高，整个社会对普通劳动者的认可

度、包容度更高，“劳动最光荣”这句话才能真正落

到实处。

曾经，有一则新闻在寒冬中温暖了很多人的心。

在浙江宁波，夫妻俩刚从工地干完活，来不及换衣服就

到学校接儿子，因为“灰尘仆仆”担心“会让儿子没面

子”“其他小孩子笑话他”。没想到，小朋友脱口而出：

“我爸爸妈妈又不偷不抢，有什么好嫌弃的。”孩子纯真

的话语，没有什么大道理，却道出了奋斗的意义、劳动

的价值，值得我们深思。

不久前，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发布视频称，河南某地市

政道路上铺设的盲道如同贴纸一样粘在路上，一撕就掉。当

地相关部门回应，此前南方有些城市使用的也是这种材料，

由于北方冬天比较冷，加上有车轧过，胶的黏性没那么大，出

现脱落、松动情况，后期将换回正常材料重新铺设。

盲道要能经受住天气、踩踏、碾轧等考验，本是常

识。事后发现所用材料不合适，说明事前缺少有效论

证。这样的事并非孤例，有媒体曾报道，某地看到周边地

区猕猴桃产业发展得好，也想搭上“顺风车”，但当地土壤

容易板结，根本不适合该果树生长，结果因照搬经验吃了

亏。推进工作前充分调研和科学论证，做到因地制宜，类

似问题无疑可以避免。

这也证明一点，事前考虑不周、不求甚解，事中事后

就容易出现失误甚至引发新问题。譬如制定某项举措的

本意是便民，如果对基层实际和群众需求了解不够深，在

推行中就可能好心办坏事，给群众造成新的不便。学习

别人的经验，为的是取长补短，如果简单地将学习等同于

“复制+粘贴”，很可能导致“水土不服”。出现问题再去

纠偏，不如事前做足功课。

有句话讲，“亡羊补牢，犹未为晚”，但未雨绸缪，避免

损失，岂不更好？事前越是考虑周全、坚持从实际出发，

工作越能得心应手，少出错、不出错。

“我们要以工作室为载体，增加好人凝聚力，汇聚道德力量，放大好

人品牌，将一个人‘帮’变成一群人‘助’，实现1+1>2的效应。”前不久，

河北区好人工作室启动仪式在河北区铁东路街北宁湾社区举行。好人

工作室拥有志愿者1154人，从磨剪子、菜刀到电器维修，再到居民法律

援助，这些社区志愿者发挥自身专长，开展“惠邻里”“助邻里”“乐邻里”

活动，为社区建设添砖加瓦。

一木不成林，百花方为春。通过建好制度“选”好人，策划好项目

“用”好人，用好机制“敬”好人，积小善为大善，汇聚发展合力，让社区

“好人效应”落地生根。好人工作室是一种全新尝试，弘扬“好人”精神，

传播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中的向上、向善文化，契合群众追求平安幸福生

活环境的美好愿望。

从影响一个人、一群人到一个社区甚至整个城区，要想让好人工作

室成为助力基层社会治理的“种子”，扎下根并开花结果，不仅要建好阵

地，更要建立健全制度，管好、用好，把擦亮“好人”品牌的功夫下在平时

而不是“评”时。期待我们身边能有越来越多的“好人工作室”，也期待

越来越多人加入这支队伍，为高质量发展凝聚更多向上向善的能量。

零食也要“蹭”学历？

如今，零食也流行“高学

历”，“某某农科院”研制、“某

某大学”开发，成为一些零食

的卖点。近日，上海市消费者

权益保护委员会对一款名为

“九0农大蔬菜卷”的零食调

查后发现，蔬菜卷不是农大生

产的产品，质量检测也不达

标。市场上某些“高学历”零

食，实际上跟农科院等科研院

所并无关系。

王宇 画

提起老手艺，一个“老”字意味着它的悠久历史和深

厚底蕴。但也是这个“老”字，道出了传统技艺不同的命

运，有的是“老树发新芽”，重焕生机；有的却是老态龙钟，

日渐衰微。

柳条、玉米叶、麦秆、蒲藤……这些看似用处不大的

东西，在静海区胡连庄杨氏手工柳编技艺传承人杨俊艳

手里，却能变成精美的手工编织工艺品，并走出国门，销

往多个国家和地区，年销量达20多万件，带动了一大批

妇女实现灵活就业。

和杨氏手工柳编技艺不同，部分老手艺面临失传的

危险。有手艺人坦言，“人们正在渐渐远离（传统手工

艺），尤其是年轻人，对我们充满了陌生感。”怎么消除这

种陌生感？必须融入时代，融入生活。

老手艺要“活在当下”，不能老守着那点“艺”。客观来说，

一些传统手艺陷入传承困境，与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有

一定关系。应用场景的窄化乃至消失，导致一些老手艺逐渐

脱离生活，由大众转向小众，乃至失去受众。此时，如果仍旧

守着所谓“原汁原味”，最终归宿只能是博物馆或史料。对老

手艺而言，在技艺之外，必须重新找到与自身相匹配的文化

场景、生活场景，只有用起来，才能“活起来”。

其实，找场景就是在找传统文化和现代生活的连

接点，而“点”的形态有很多种。在线上，它可以是一场

场直播，边展示绝活边带货；在线下，它可能是一次次

体验课程，学员们亲自动手，在沉浸式学习中感受传

统技艺的魅力。但追本溯源，老手艺的根在民间，受众

也在民间，创造出更接地气、更符合群众生活需求的

产品才是其长盛不衰的关键。以此为思路，部分老手

艺已经开始在产品上求新求变，或改进传统式样、或

与新兴品牌跨界联名等，重新与生活接轨后，收获了

不少粉丝。苗秀、蜡染、紫砂茶壶的火爆热销说明，传

统手艺依旧可以展现独特魅力。

老手艺的生机源自多种形式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

发展，在“守艺”的同时，要勇于走出“舒适区”，用创新思

想和现代手段，一步步走入市场和市井的深处，重新回到

大众身边。一门老手艺，传承的不只是绝妙的技艺和作

品，更是韧劲、耐心、定力，是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坚

持对老手艺进行唤醒与焕新，在传承中不断创新，让传统

技艺融入现代发展，就会有越来越多的老手艺活跃于我

们的日常生活。

闫丽：提到津味文化，很多人会想到百年小
洋楼，杨柳青年画和栩栩如生的泥人张……对
于这座拥有丰厚历史文化资源的城市而言，保护
好城市文化遗产，统筹好旅游发展、特色经营、古
迹保护，不仅关系城市文脉的传承与发展，也关
系高质量发展，关系百姓的高品质生活。

罗海燕：文化是生命力，也是生产力。作

为历史文化名城，天津建城已600多年，不仅

有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老城厢文化街区，也

有近代小洋楼群落五大道历史文化街区，这

些都是重要的地域名片，是宝贵的隐形财

富。推动高质量发展，文化是重要支点。文

化赋予经济发展以深厚的人文价值、以极高

的组织效能、以更强的竞争力，文化与经济的

交融互动、融合发展是一座城市迈向现代化

的重要方向。一座城市只有做到传承历史韵

味，丰富文化内涵，才能算得上是具有蓬勃生

命力、具有过硬综合实力的城市。

闫丽：用好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需要守
正，也需要创新。两者是辩证统一的。以守
正促创新、以创新固守正，积极探索文化遗产
保护与开发良性互动的新路径，才能让优秀
文化得到更好传承。

罗海燕：是的。守正与创新，其实也是传

统和现代、继承和发展之间的关系。守正不是

守旧，而是需要与创新相结合，只有在创新基

础上守正，才能与时代同发展、共进步；只有在

守正基础上创新，才不会偏离方向。有的老字

号、老品牌之所以经久不衰，就在于能够找到

传统与现代的契合点、结合点、连接点，比如创

建于上世纪初的“祥禾饽饽铺”，既做足了“中

国风”，更搭上了“互联网”，打开一片新天地。

再看一些承载工业文化记忆的老厂房，如今变

身新的“打卡地”，既有工业遗风，又有新的风

貌。一个个案例表明，传统与现代完全可以融

合发展，创新与传承完全能够相得益彰。

闫丽：承载百年记忆的北疆博物院正在
策划“小小博物学家养成记”活动之北疆特
辑，将桑志华在中国北方25年的科考历程立
体化展现，让参与其中的学生们全方位感受
科学家的初心及精神。历史文化的滋养，既
在思接千载的历史回眸之中，也在可感、可
知、可参与的切身体验之中。

罗海燕：现在，“沉浸式”“体验感”是热词，背

后是历史文化、数字技术和年轻化消费趋势共同

作用下产生的新模式。拥有众多历史遗迹和风

貌建筑，天津是不可多得的能够营造出零距离触

摸、开展深度体验的历史文化区域。在我看来，

抓住这两个热词来创新利用文化资源，需要做到

有故事、有技术、有服务。文化内涵是根和本，数字技术是重点，好的服务是助

力。不久前，张园纪念馆推出沉浸式演绎展《津门往事》，融入演艺、科技、互动

等模式，带着游客开启一场历史文化之旅。如今，数字文博、数字文旅等文化

数字化方兴未艾。蕴含文化内涵的独特故事、独特场景，在技术和服务的加

持下可以吸引更多人，尤其是年轻人走进天津、品味天津。

闫丽：更好传承历史文脉，需做深做足“传承弘扬”和“活化利用”两
篇文章，大力推进文化、商贸、旅游深度融合。无论是文创产业的发展，
还是老品牌讲出新故事，都是在文化中培育出新的增长动能。应该如
何在融合中打造更多富有津味儿的文化品牌？

罗海燕：有人说，文化是美好生活的“刚需”。其实，文化更是发展的

“刚需”。我在调研老字号、非遗等文化资源的过程中有一个强烈感受：

打造天津文化的整体品牌，很有必要。所谓整体，就是“融”的过程。拓

宽“融”的渠道，深入挖掘历史文化内涵，多渠道拓宽文化资源向品牌资

源的转化路径，这是一个基础性的工作。勇于“跨界”增强融合效能，支

持文化企业联动不同的旅游业态，将文化有机融入不同的文旅空间。这

是融合的过程，也是串珠成链的过程。文商旅产业链也需不断拉长、拓

宽，上游重挖掘，中游创场景，下游强配套，文商旅“补链串链强链”，才能

最大化发挥产业的经济效能，获取更大的发展效益。

俗话说，初生牛犊不怕虎。其实这句话还有下半句：

“长出角来反怕狼。”“不怕虎”与“反怕狼”形成鲜明对比。

工作中，也能看见这样的反差。有的人刚走上工作

岗位时，锐气十足，不管多么艰巨的任务，都二话不说承

担下来。但时间一长，有了点成绩，就开始瞻前顾后、患

得患失，遇到难题躲着走，锐气变成了暮气。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小算盘”打得响。这样的人面对任务，考虑的

不再是任务本身，而是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影响，生怕把工

作干砸了，丢了面子，影响提拔，毁了名声和前程。“长出

角来”以后，多了“把屁股坐稳”的功利心。

再进一步说，功利心背后是错位的政绩观。啃

“硬骨头”，不是为了给自己的功劳簿贴金，而是要为

发展助力，为群众谋实惠。在这个逻辑上犯糊涂，就

会越干越在乎自己的利益。不兴伪事，不务虚名，在

遇到难题时，才不会有顾虑，千方百计去攻克它。始

终带着这样的初心，才能一直保持“初生牛犊不怕虎”

的锐气。

科技创新、产业升级、乡村振兴……每一个领域的突

破，都意味着有“高难度”的问题要解决。遇强则强，把困

难这个“弹簧”压回去，更需要拿出“不怕虎”的精气神。

越是将攻坚克难作为工作的切入点，越容易找到发展的

突破点。

当然，保持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状态，要谨防变成“无

知者无畏”。与锐气相伴随的，应该是科学分析问题的能

力、有效解决问题的方法，既敢于放手去闯与试，也保持

应有的严谨与审慎。这就需要不断地提升本领、积累经

验，为闯关夺隘提供有力支撑。

干事创业、为官理政，需要锐意创新的勇气、敢为人

先的锐气、蓬勃向上的朝气。争做一头“不怕虎”的牛，我

们就能汇聚起“没有什么能够阻挡”的力量，推动发展更

上层楼。

最近发现，家门口多了一趟“微循环”公交。不同于某

些公交线路像“贪吃蛇”一样，恨不能把沿线的站点全加进

去，导致线路长、效率低，这趟“微循环”公交全程不到4公

里，差不多10分钟一趟，在中山门这片区域“走街串巷”，

连接周边居民区、学校、医院、接驳站点，非常便捷。

如今，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活有了更高期待，更好的

教育、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

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变了，城市

建设就要随之转变。像“微循环”公交一样，瞄准“好不

好”用力，才能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如果只求“有没

有”，不重视“好不好”，很可能会把民生实事办成“虚

事”。据半月谈报道，在一些乡村安装健身设施初期，就

没有建立有效的管护制度，最后导致健身器材成“弃

材”。这固然是后期无人维护的原因，但归根结底是一种

“有就行”的心态导致的。并非大而全就是好，如果不重

视细节，不仅达不到预期的效果，还是对人力、财力、空间

等资源的浪费。只有从开始就以“好不好”为建设标准，

从细处着眼、往实处用力，才能充分利用好有限的资源提

升为民服务的质效。

什么是“好”、怎么算“好”？想要找到答案，必须深入

实际、深入群众去调查研究。规划通行线路前，选个高峰

时段去“扫街”，实地了解道路情况，问问当地居民的实际

需求；安装无障碍设施前，陪残障人士一同出行，切身感

受他们生活中会碰到的不便，用心体会坡道的角度、设施

的便捷度，让无障碍通道真的畅通起来。听清“民声”，才

能办好“民生”。沉下去了解信息、掌握情况，找到具体需

求中的共性，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地形成有针对性的方

案，城市规划、建设和治理就能有的放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