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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魔法打败魔法？
——防止重“形”不重“效”②

■ 金之平

据《半月谈》报道，一款名为“写字机器人”的仿手写

产品最近在多地热销。只需输入电子文档，短短几分钟，

写字机就能输出一份“手写体”纸质文稿。不少人购买这

款产品，就是为了应付上级检查。

有人说，这是在“用魔法打败魔法”。要求学习笔

记、工作材料等手写，以便加深理解、检查核验，作为一

种督促手段，本无可厚非。然而，有的地方却衍生出

“为手写而手写”的形式主义。比如，基层干部被要求抄写

大量法律条文，必须写满理论学习笔记本，手写的“量”甚至

成为考核指标。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基层要为各项工作的落实

“穿针引线”，体量大、事务杂，承担大量日常管理和服务职

能，一旦时间都被写材料占据，哪里还有精力去抓具体工

作？东部沿海某市一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就曾自嘲是熬夜

写材料、造概念的“缝纫工”，“天天在基层，却没空下基

层”。根治基层形式主义，需先根治形式主义的考核，把

“以实绩论英雄”的导向切实树立起来，让基层干部心无

旁骛干工作、干实事。

当然，形式主义在基层滋生，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

因。身在基层，不愿深入基层者不乏其人。譬如，有的人接

到上级任务，用大喇叭一喊或在工作群里一传，缺少到群众

中抓落实、听反馈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还有人到基层一线

的次数不少，但关注点不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上，“到现

场”只为“走过场”。深入基层，需要的是实实在在同百姓打

交道、为百姓办实事。服务群众的主观意识不强，干工作只

要表面完成的结果、不求群众满意的效果，就难免沦为形式

主义。

“基层是真的要去干活的”，网友的评论简单却一针见

血。减掉基层的“负”、拔掉形式主义的“根”，才能让基层回

归干事创业的本位。

■ 孙一琳

品牌叫得响，先要“富脑袋”
深入推进港产城融合发展，对

于天津这座港口城市而言至关重
要。推动“货物通道”升级为“经济
走廊”、“通道经济”升级为“港口经
济”，把港口“硬核”优势转化为高质
量发展优势，发展动能会更加强劲。

对话人：

薄文广 南开大学滨海开发研究院副院长

张 玥 本报评论员

社区市集，烟火味浓

“纸片人”维保？

根据电梯维保相关管理条

例，实施维护保养时现场作业

人员不得少于2人。厦门一家

电梯维保公司的维保人员竟多

次带着同事人形立牌作业，拍

照上传平台伪造两人维保的假

象。当地相关部门已对这家电

梯维保单位立案调查。

王宇 画

城市更新需要“微落笔”
■ 李娜

■ 蒋丽莉

■ 杨建楠

文化传承，让“后浪”掀起“新潮”

如今，上夜校成了年轻群体的新风尚，在“青年夜校”都

能学点啥？摊煎饼馃子、做熟梨糕、体验非遗技艺……一些

夜校开设的课程津味儿十足，不仅让年轻人学到了手艺，夜

校也成为展示传统文化的一扇窗。

“我在教学过程中发现很多青年人的创造力特别强，好

多点子是我以前没想到的。”前不久，河东区张氏内画雕刻

技艺非遗传承人张昭应邀到河东区青年夜校授课，向初学

者们介绍了内画雕刻的历史、制作手法等，也通过教学收获

不少灵感，在“教”与“学”的互动中，碰撞出创新的火花。

年轻人有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不被条条框框所束

缚，在接触传统文化时，展现出别样的灵气和创造力，为传统

文化注入新活力。比如，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面人

郎”第三代传承人郎佳子彧是一名“95后”，创作了很多融合

时下热点和流行文化的面人作品，让老手艺有了新看点。这

股活力也体现在新的互动方式上，与传统文化相关的研学旅

行、体验课程、快闪活动颇受年轻人欢迎。不少爱好传统文化

的“后浪”在各线上平台开设账号，助力“传统”打破时空界限，

在流量和技术的加持下走进大众视野，融入日常生活。

传统文化想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就要活在当下，

主动走向年轻人、拥抱年轻人，想方设法抓住“后浪”的心，才能

将这股青春力量内化为传承发展的动力。如今，不少非遗文化

主动进校园、进社区，一些老字号跨圈合作，推出时尚新潮的联

名产品，说到底，都是想通过吸引青年让自己也随之“年轻”起

来，既解决如何传承的问题，更为未来发展打开新空间。

年轻人通过创新为传统文化找到与现代生活的连接点，让

文化迸发出新的生命力，从这一视角看，这种创新亦是在传承和

坚守。在历史文化的传承发展中看见年轻人的力量，主动拥抱

他们的创造力，相信“后浪”一定会带来更多意想不到的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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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闫丽

广袤田野中蕴藏着无限希望。开阔视野、创新思路、

科技赋能，发展的更多可能就在其中。

武清区坨泥寺村的土地盐碱度高，而凤芸农作物种

植专业合作社却在这里种植出了高品质西红柿。合作社

理事长祝凤芸一次次向专家和有经验的农民求教，在反

复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培育出无化肥、无农药、采用

荷兰熊蜂授粉的高品质西红柿，天然沼气做肥料、生物杀

菌的绿色种植模式，让西红柿种植更科学、更精准、更高

效，终于收获一片“火红”。如今，绿色种植+网络销售让

小小西红柿卖出了好价钱，成为村民致富、乡村振兴的大

产业。发展科技含量和附加值更高的现代都市型农业，

让很多农民走上致富之路。

乡村振兴，一手抓“富口袋”，一手抓“富脑袋”，农民

脑袋“富”了才能真正挑起“金扁担”，让口袋富起来。如

果脑中无新策、手中无实招，莫说开辟发展新路，就是手握再

好的资源也“使不上劲”。目前，一些“土特产”产业规模小、布

局散、链条短，品牌只是在当地叫得响，没有真正走出去；手工

技艺等乡村传统资源，还有一些没有融入产业发展，乡村资源

的附加值还有待深挖。

产业兴旺，离不开新技术、新思路。比如，在云端“架桥”，

充分利用好网络，让更多好产品、好故事能走出去；变“单干”

为“组团”，开拓融合发展之新，让“小而美”的特色资源联动组

团发展。思路活一点、招法多一些，把特色资源用起来，各种

产业“链”起来，就能切实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为农民带来

实实在在的收入。收入高了，农民发展产业的积极性也随之

高涨，产业就会越来越兴旺。

带动农民增收致富，不仅要有立足“土特产”延伸产业链

的思维，也要有跳出“土特产”看“土特产”的视野。优美的生

态环境、淳朴的民风民俗，乃至农业发展的“黑科技”都可以

成为乡村产业持续发展的动力。“全国十佳农民”刘天民的

天民田园靠发展科技农业，不仅种出了好产品，也吸引了大

量“粉丝”。每年有很多采摘、团建、研学的游客到这里体验

高科技农业生产。只有深化农林文旅商融合，向开发农业

多种功能要效益，把资源“吃干榨净”，才能激发乡村产业的

更多活力。

当然，新知识、新思维不是直接从脑子里“蹦出来”的，

少不了专业力量的引导、带动。农业专家住进“科技小院”，

现场解决农民遇到的问题，科技得以在乡土扎根。更多“新

农人”把所学所知在乡村中施展，成为乡村产业发展的“领

头雁”。当众多农民成为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

民，一项项新技能、一个个新点子将催生更多蝶变，承载起

广大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张玥：统计数据显示，全球35个国
际化大都市中，有31个是依托港口发
展起来的，且多数都经历了从“港城各
自发展”到“港产城深度融合”的发展过
程。在您看来，这三者深度融合有着怎
样的体现？

薄文广：港产城深度融合是一种多

维度的互动，既要实现以港兴产、以港兴

城，也要以产带港、以产促城，还要以城

育港、以城聚人，让港产城相互赋能。这

样有利于提升港口对经济腹地的辐射带

动作用，也有利于形成更多新业态、新模

式，提升城市发展能级。深度融合需要

在港口优势、产业特色、城市资源禀赋之

间形成更多联动，在更大范围内统筹、优

化资源配置，这样才能让港产城的发展

步调协同起来，形成“共鸣”，把港口“硬

核”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优势。

张玥：推进港产城融合发展，需要在
港口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上
着力。这是一个推动“货物通道”升级为
“经济走廊”、“通道经济”升级为“港口经
济”的过程。比如，之前天津港开通的
“车厘子快线”已经带动了水果供应链贸
易、冷链物流、仓储等产业的发展。从港
口“出发”，落脚到产业，中间会产生一系
列连锁反应。

薄文广：是的。“车厘子快线”折射出

高效能航运物流体系对国际国内经贸的

促进，也是港口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

带产业的有益探索。种种带动，旨在跳出

传统港口的功能局限，撬动新的产业发展

空间。如果港口只是一个货物集散地，负

责“送快递”“做收发”，形成的业态、产业

种类终究有限，且基本处于价值链的低

端。把目光投向研发设计、生产制造、销

售服务等环节，引育与之相关的上下游产

业，从而更好激活港口的“走廊价值”，在

获取经济收益的同时，还能优化产业结

构。这就是“两个升级”所要追求的一种质变。

张玥：产业是港产城融合发展的重头戏。怎样把海洋和港
口这些资源充分利用起来，壮大海洋经济，发展适港、临港产业，
将“近海”的地理优势变成“亲海”的发展动能，也需要我们有更
开放的思维。

薄文广：没错。天津在海洋装备、绿色石化、航空航天、新能

源等制造业上发力，这些都属于适港、临港产业。我们着力打造

的还包括现代服务业，比如跨境电商、海洋文旅等都有广阔前

景。就拿发展邮轮产业来说，可以与城市腹地的文旅资源融合

到一起，让游客不只是在这里上下船，还能到五大道、海河这些

地方去吃住行游购娱，感受天津的历史文化底蕴，产生更多消

费。这样一来，我们就会在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用好天津港

“硬核”优势等路径之间找到交汇点，体现“融合”的内涵。

张玥：港产城融合发展是港口与城市的双向奔赴、共赢发
展，要求城市的功能、空间布局、产业规划等不断提升与优化，与
港口经济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薄文广：天津港就在“滨城”之内，这与许多港口城市“港城分

离”的情况不同，是我们推进港产城深度融合的有利条件。所以，

我们需要把滨海新区的港城特色突出出来。比如，推动港区与城

区、产业园区、物流园区有机衔接、深度互动，在不同区域分别发

展临港的高端制造业、适港的现代服务业，在“各司其职”的过程

中，组成发达的产业体系，以此来丰富港口经济的内涵。另外，完

善公共服务功能，进一步提高“滨城”“津城”通勤效率，为人才、企

业提供宜居宜业的发展环境，为产业发展提供更广阔的城市腹

地；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在城市更新过程中盘活楼宇等存量资源，

为产业找到适宜的“栖居之地”。这些都有利于提升城市的现代

化水平以及对周边地域的影响力和优质要素的吸引力，将港城发

展能级提升上去，为“以城育港、以城聚人”打下坚实基础。

近日，武汉一无臂男子乘

坐地铁时，被工作人员要求

出示残疾证才能享受无障碍

通行，引发广泛关注。目前，

武汉地铁官方微博发文对该

男子表示了歉意。

不可否认，工作人员也是

遵守规定、照章办事。但规

矩是死的，人是活的。正如

很多网友追问的：残缺的手

臂，难道不足以证明残疾事

实？相关规定是为“证”服

务，还是为“人”服务？

与此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另一则消息。近日，在重庆网

络问政平台上，有网友建议禁

止乘客在早晚高峰携带菜筐乘

地铁。随后，重庆轨道交通回

应称，只要行为和物品合规，就

不会干涉。网友纷纷点赞。

无论“让残疾人出示残

疾证”，还是“允许携带菜筐

乘车”，都是按规矩办事，为

什么在舆论场上的反响截

然不同？差别在于是否以

人为本。看待这两件事，既

要站在法与规的角度看，也

要从情与理的维度看。

城 市 治 理 不 仅 要“ 见

物”，更要“见人”。公共交通

的“公共”二字，体现在公平

性、普惠性上，体现在“为人

民服务”的内核之中。那些

追求形式上依法依规、对规

则僵化执行的行为，实际上已经背离了规定的初

心，忽视了人的诉求，也是服务意识的淡化。

今天，在云贵山区仍有逢站必停、服务偏远地

区群众的“慢火车”；在一些城市，还有为老人们

出摊提供便利的“背篓专线”。站在大部分人的

角度，这些“慢下来”的事物看起来已经落后于时

代。可对于那些身处偏隅和条件相对困难的人群

来说，这些公共交通设施不仅是便利，也是尊重，

带着他们驶入“春天”。

包容是城市的品格，也是活力所在。一个城

市的文明程度，不是取决于有多少高楼大厦、人

文景观，而是取决于人们感受到的温度。这种温

度，往往体现在细微处。人们正是从一个个看似

微不足道的“细节”中，触摸着一座城市的胸怀和

气度、温情与气质、品质与格调。今天，大到基础

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教育就医养老，小到车

位够不够、地铁站近不近、买菜方不方便，人们对

公共服务便捷度和舒适度的需求正在水涨船高。

打造富有人情味的城市氛围，需要因地制宜，需

要灵活创新。

关照个性、关注细节，灵活而富有弹性的制度设

计、多元而精细的公共服务，带给更多人的是“此心

安处是吾乡”的脉脉温情，也会让更多人在繁华之中

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

近日，公交北辰道1000号场站引入品牌餐饮店，吸引

不少人光顾。此前，因公交线路改革，该场站部分空间出现

闲置，现在依托位置优势、围绕百姓生活引入新业态，拓展

了服务功能，焕发出新活力，成为城市更新中的一抹亮色。

城市更新不都是大工程，很多时候是“微落笔”。一处

公交场站的变化，相较于盘活一栋楼宇、一片老旧厂房等，

显得有点小，但找到了唤醒“沉睡资源”和补齐居民生活设

施短板的有效途径，带给百姓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小切口连着大民生，“微更新”深入的是城市肌理，关注

的是品质生活。譬如，有的地方根据周边群众需求，将小区

附近的小块闲置用地改造为具有休闲、健身功能的公共休

憩空间。抓住便利、舒适、绿色、健康等关键词，小处着力，用

“绣花”的耐心和细心补齐生活设施的短板，回应的是群众对

美好生活的期盼。

再细微的落笔，也要讲究因地制宜，这是实现有效盘活、

有力更新的重要前提。闲置场地、房屋，都有自己的“前世今

生”，都处在一定的生产生活环境中。拓展新功能、植入新内

容，不仅要考虑闲置资源本身的特性，还要考虑如何与周边联

动、互补，提升匹配度。

将人情味、烟火气、生活品质提升等纳入建设考量，将不

只是带来城市颜值的变化，还有城市内涵的丰富、城市温度的

提升。

“磨剪子嘞，戗菜刀……”不久前，这样久违的吆喝声再现河

北区天泰社区的便民惠民市集。摊位前，来磨剪子戗菜刀的市

民排起了长队。

为满足社区居民“走得少，买得好”的采购需求，河北区各街

道在社会“资源”与居民“需求”之间架起桥梁，因地制宜组织大

小市集活动，不仅售卖家常的实惠鲜果、熟食产品，还有义诊、义

卖等志愿服务，更有舞龙舞狮吹糖人等文化元素的融入。市集上，

居民纷纷过来凑热闹，边逛边聊边试吃，很是热闹。

社区市集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商品交易活动，还将各类便

民服务、文化活动、公益项目整合在一起，通过市集的形式将文

明理念传递给社区居民。居民可以在自家门口享受到多元服

务，也能感受到社区的温暖和活力，提升了社区的凝聚力。

社区市集是一种新型的社区服务形式，将地域特色融入其

中，既有现代气息又不失传统魅力，惠民利民的同时增添城市烟

火气和消费活力。如何持续吸引居民参加？如何保证服务质

量？充分考虑居民的需求和意见是关键，只有提高活动的针对

性和吸引力，引入社会力量和市场机制，才能为社区市集注入新

活力，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