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今，逛市集不只有“买

买买”。

徜徉于南开区古文化

街附近的民俗文化博览园

广场非遗市集，只见一个

姑娘将蓝、绿、金三种漆料

滴入水桶轻微搅拌，接着捏

住一把团扇的扇柄，边旋

转、轻摇白色扇面，边将其

完全浸入水中，再拿出来

看，大漆已在扇面点缀出似

流云、似碧波、似晚霞的绚

丽图案——这就是大漆扇

手作体验活动。

市集中，沉浸式体验还

有很多，民族图腾拓片制作、

脸谱绘制体验、国学礼沉浸

式打卡拍照……这场持续近

十天的“五一”嘉年华非遗主

题市集，每天都在“上新”，将

游客的体验感拉满。

当旅游场景更加注重体

验感，既看得见、摸得到又能

参与其中，游客就不是匆匆

而过的看客。“如果只有逛和

吃，也就失去了自己的特

色，游客会用‘脚’投票。”一

位文旅行业从业者道出一

些景点逐渐沉寂的原因。

我们从来不缺少美丽的“远

方”，但好风景常有，好体验

不常有。反过来，这也解释

了为什么在数不胜数的风

景名胜中，有的景点和城市

脱颖而出，让人流连忘返。

说到底，它们除了拥有丰厚

的文化底蕴，更胜在体验

感，胜在能为人们提供独一无二的情绪价值。

“好体验”可以从多个维度去理解。它

是文旅场景的多样化，城市在开发文旅产品

时不拘泥于景点参观、售卖纪念品等传统模

式，而是创新文旅场景，向互动式、沉浸式转

变。打开手机App、领取道具线索、与现场

演员实时互动，张园推出的沉浸式解谜游戏

《破晓》大受欢迎；细听演员旁白提示、蒙上

眼睛触摸道具、嗅闻气味，曹禺剧院内，一场

名为《寻找戏剧家》的“感官戏剧”让观众转

变了角色。通过一次次互动，游客从看客变

为参与者，从置身事外到沉浸其中，获得情

感共鸣。这样的游览体验很独特，且直抵人

心，无论是“头回客”还是“回头客”都能有新

感触、新收获。

“好体验”也体现在暖心周到的服务

上。有的地区在车站附近提供行李寄存业

务，让大家“放下包袱、轻松上阵”。还有的

推出亲子共享单车，给带娃出行的游客提供

方便。每位游客于点滴间感受到城市的温

度，自然也就能体验到一座城市的魅力。沉

浸式的文旅场景、用心用情的暖心服务吸引

人们驻足停留，真正去体味一座城、爱上一

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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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建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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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工小镇”的破题之道

■ 董向慧

■ 春成

文旅融合“出圈”不难，想“长

红”却不易，靠什么将热潮持续

下去？

近年来，西安大唐不夜城、开封

清明上河园、杭州宋城等接连走红，

成为文旅融合的现象级产品。其背

后有个共同之处，就是对城市文化

的深入挖掘、活化利用。城市文化

是文化创意、文旅产业发展的内核

与动力，高质量的文旅融合又能激

发城市文化的特色和韵味。可以

说，“诗”和“远方”的深度融合为弘

扬城市文化和精神气质开辟了广阔

发展空间。城市文化是城市特色和

精神气质的根与魂，其发掘整理、传

承保护、弘扬发展是有机整体，需要

坚持系统思维和辩证思维。

对城市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

创新性发展，首先要坚持古为今

用。城市文化因历史底蕴和时间积

淀而厚重，对其发掘、整理、保护不

是束之高阁，而是要在发展中传承

和保护，使得城市文化活起来、动起

来，以适合现代社会的视角和方式

得以展示。譬如，天津古文化街既

保存了津味古韵，又成为老字号的

商铺集中地和旅游景区；国内首个

以大运河文化为载体的“运河不夜

城”落户武清区，深挖武清千年古邑

文化底蕴，构建运河文化场景，同时

布局古风演艺、美食餐饮等业态。

同样，博物馆、展览馆、艺术馆也可

以通过音乐、舞蹈、戏剧等表现形式

“唤醒”和传播城市文化。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还需要

做到形神兼备。“形”是有形的文

物古迹、名人故居，“神”是文化的

独特气质和神韵。形神兼备要求

对文物古迹、手工技艺等文化遗产

实现保护和研究并重，既要保证文

化遗产的修旧如旧、原汁原味，又

要研究阐释文化遗产的精神内涵

和价值体系。近来，我市推出了一

系列以小洋楼为载体的沉浸式文

旅项目，让游客“穿越式”体验近代

中国的风云激荡，深度了解天津文

化。同时，形神兼备需要平衡文化

遗产的开发利用与公益价值，将文

化遗产的开发利用与文化传播、公

共利益有机结合，杜绝以文化之名

对资源进行过度开发、过度商业化

等行为。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要雅俗共

赏。一方面，要提炼城市文化“雅”

的精神标识，勾勒城市文化的轮廓

和脉络。另一方面，要挖掘和整理

日用饮食、手工技艺、民俗等风土

人情，塑造生动鲜活的“俗”文化，

用旺盛的“烟火气”丰富城市文化

谱系。以文化自觉、文化融通的方

式，让雅与俗构成更加多姿多彩的

城市文化。不久前，我市五大道海

棠花节既呈现了落英缤纷、花团锦

簇的诗情画意，又加入了民俗表

演、市集、茶饮等元素，诗意与烟火

交融，成为可驻足观赏、细细品味的文化盛宴。

文化和文明因交流和互鉴绽放光彩，弘扬优秀传统文

化，需要融通中外。要有国际眼光和视角，面向全球游客展

示城市形象、传播城市文化，量身打造文化体验和文化产

品。另外，还可以通过“鲁班工坊”建设、文化推介会等形

式，向世界宣介天津，让世界读懂中国。

（作者系天津社会科学院舆情研究所副研究员）

马路边，天桥下，看见招工就一拥而上；参加招聘会，却

都是长期固定岗位，零工岗位比较难找……这是零工人员

在自发劳务市场找工作长期面临的痛点。

如今，滨海新区用“零工小镇”破解了这一难题：大

屏幕上实时更新岗位信息，劳动者和企业面对面洽谈，

政策咨询、劳动维权、就业援助窗口一应俱全……随着

新经济、新业态的发展，越来越多灵活就业岗位诞生，

零工市场规模随之扩大，灵活就业人员也日益年轻化、

多元化，加强零工市场建设是稳定扩大就业、提升就业

服务品质的重要举措。

让零工市场发挥更大作用，关键在于“精准”二字。

要深入基层，广泛调研，找准市场痛点。一边是零工人员

长期路边揽活，依托熟人、中介找工作，一边是有灵活用

工需求的企业找不到零工。破解这一问题，需要双向发

力，政府搭好台，整合资源，搭建公开透明的供需对接平

台，打造便民就业服务网络；企业也要“唱”好戏，共享数

据，开发操作方便的线上找活平台，让零工人员足不出户

揽活，用工单位不到现场就能揽工，实现供需双赢。

找到工作只是第一步，帮助求职者提升技能和提供

就业援助等，同样是促进就业的重要发力点。把求职者

的事情当作自己的事情，持续用力、用情为他们解答问

题、化解困难，才能做好就业这个最大的民生工作，给群

众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视线

■ 金之平

■ 闫丽

一口香醋，何以有了“新味道”

■ 孙一琳

从“服务地图”看什么
■ 李娜

丢掉的不只是橘子皮

近日，一男子在上海地铁

车厢内随意扔橘子皮，邻座乘

客试图阻止，不料男子出手打

人。地铁行政执法大队会同

公安部门依法对该男子作出

行政处罚。公共场所，人人都

有权向“任性”的不文明行为

说“不”。

王宇 画

前段时间，天津老字号祥禾饽饽铺在北京开店，顾客盈

门。与故宫联名推出文化味浓厚的特色点心、保留传统手艺的

同时引入自动化生产、多渠道搜集食客大数据倒逼产品创新，

这个老字号拥有的非遗技艺不仅“活起来”，而且“火起来”。

让非遗“活起来”，如今已不缺“解法”。引入数字技

术将年画转化为动画IP，为年画娃娃注入了时尚范儿；从

《红楼梦》里获得灵感制成文创产品，把葫芦变成国礼；剪

纸、糖画、京剧走进社区，通过小课堂、培训班拉近与大众

的距离……从“非遗+科技”“非遗+创意”到“非遗进社区”，

在保证文化内涵和审美价值的基础上，实现更多“非遗+”，

让公众从中见物、见情、见生活，能欣赏、能体验、有感悟，就

可以打动人心。

但“活起来”之后如何“活得好”“火起来”？将非遗产业

化、品牌化，打开了更广阔的生存空间。我市肖氏剪布技艺

第四代传承人讲过一件事：北京奥运会时他们创作了一款

福娃主题的作品，由于是手工制作，产量和影响都有限。后

来到了上海世博会时，他们将剪布技艺与文化衫结合，制成

可以量产的特许商品，广受欢迎。这也说明，非遗既需要以

技艺为根，实现“传”，也需要找到合适的载体，做到“承”。这

种载体可以是某种商品，可以是一条旅游线路，或者是一种

体验方式。让非遗成为各种业态模式的主题而不是点缀，与

农、文、商、旅的深度融合，往往能延展出更丰富的产业之

路、品牌之路。

“非遗+”的跨界，也可以出现在非遗项目之间。在四川

省内江市，烙画与蒲扇制作“牵手”，生产出的定制烙画蒲扇，

即便价格高出普通蒲扇许多，也十分受市场欢迎。如今，我市

的非遗体验馆、非遗市集等平台将许多非遗项目聚集在一起，

不仅能让公众“一次看个够”，也为非遗项目之间产生更多“化

学反应”提供了机会。这既是技艺上的合作，更是业态、模式

上的创新，能为非遗“活得好”提供更多思路。

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非遗是其中具有独特韵味的一

部分，以一种向“新”的力量让非遗“活起来”“活得好”，会让这

种韵味更加悠长。

一枚小小的喉箍，市场能有多大？

在天津市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一枚喉箍生产出来后，可

以远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被用于工业、农业生产的各个领

域。别看喉箍尺寸不大，单个产品价格也不高，但“小”并不意

味着不重要，因为用于连接软硬管，其质量直接关系到系统整

体的严密性和安全性。“小”更不等于“弱”，小产品也可以拥有

大天地。

如今全球生产要素高效流动，曾经的“渠道为王”逐渐转变

为“产品为王”“服务为王”，能敏锐感知市场需求，灵活调整经营

策略的企业，往往就掌握了让小产品迈向广阔天地的主动性。

以前是从外贸企业拿订单、埋头生产，现在是柔性制造、个性定

制，工厂直接到展会等平台上与需求方精准对接，根据客户需求

定制生产。

市场不等人，有时看似只是在产品上多加一个孔的问题，却

能难倒很多企业。在“专”上下功夫，在“精”上花心思，用数字

化、智能化的生产流程和精益求精的技术创新，打出与其他企业

的技术差、时间差、服务差，每一件产品、每一次交易，都是市场

对企业好感度的积累。就如远销国外的喉箍，当有了先进、可

靠、美观的标签，辅以及时、便捷、定制化的服务时，小产品的

“路”会越走越宽。

闯出一片天地靠的是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主的竞争

优势，而由此激发的集群效应，更是让小产品有了“处变不惊”的

底气。天津经开区以整车企业为龙头，推动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形成200余家各类零部件和服务业企业集聚发展、迭代升级的态

势。以专注铸专长、以配套强产业，这是一个产业集群“拆不散、

搬不走、压不垮”的优势。有“龙头”带动、“龙身”协作，加之政策

“保驾护航”，一条环环相扣、企企相通的产业链上，能够不断

“长”出更多“专精特新”、隐形冠军。这也是小产品的创新潜力

充分释放的过程。

“我很小，但我的天地很大。”小零件、小产品虽然体量不大，

但也在不断创新和与市场的深度连接中成为了不起的“中国制

造”，如点点繁星，闪亮在制造业的浩瀚星空。

新建的社区食堂、菜市场在哪？附近有哪些幼儿园、政务服务

网点？有小修小补的需求，到哪去找这样的摊点……这些在河西

区桃园街道都不是事儿。街道党工委将3公里之内的便民设施都

整合到了一张地图上，居民想去哪，下楼看图就明白。同时，便民

设施会根据需求持续增补，服务地图也会定期更新。

从“服务地图”看什么？

看的是服务态度、服务理念。很多事情不是做不到，首先是没

想到。浙江的一位基层办税人员被网友亲切地称为“现场翻书

哥”。群众办业务走错了地方，为了让其少跑腿，工作人员现场查

找文件资料看能不能办。没有主动服务的意识，难以做到。

看的也是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新思路。想办事和把事办

成、办好之间，需要创新的思路和方法连接。比如为解决社区

管道维修、法律咨询等各种专业性、突发性问题，有的地方搭建

“社区合伙人”顾问品牌库，引入相关社会组织、企业，以及有专

业特长的人，通过创新议事平台，提升了治理效能。一心想着

为群众办事、让群众受益，是打开工作思路、创新服务模式的

“金钥匙”。

作为社会治理体系的“神经末梢”，能不能及时感知需求、有效

回应，关系到百姓对基层工作的整体评价。在一些地方，基层干部

一人多岗、一岗多责，“自己都弄不清自己是干什么的”，很多精力

用在了赶进度、做台账、写汇报上，忙得像陀螺，却得不到百姓认

可。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关键在于让基层工作人员聚焦主责主业、

轻装上阵，更好地服务群众。

基层治理是一篇大文章，说复杂，是因为工作千头万绪，具体

而繁多；说不复杂，是因为做好的道理很简单——实实在在地想招

法、想实实在在的招法。

垃圾焚烧和酿醋，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为何

产生了紧密联系？

原来，醋的酿造过程中有一个重要环节，就是高温蒸制和

杀菌。位于静海区陈官屯镇的天津高能环保能源有限公司焚

烧垃圾产生高温灭菌蒸汽，同处一个区域的天津市金海调味品

有限公司对设备改造升级，把这些蒸汽应用于香醋酿造过程。

用看待资源的眼光看待废弃物，在“循环”二字上发力，

一口香醋也能酿出创新发展的新滋味。善于打开发展的

“脑洞”，站在循环经济的视角看废弃物，也就更容易看到

“埋”在废弃物中的资源，变废为宝。

进行厂房改造、接通蒸汽管道后，焚烧垃圾产生的蒸汽

直接输送到厂区，几乎没有热能损耗，由此，金海调味品有

限公司产能提升了4倍。绿色就是性价比，循环不仅是为了

用，更为了质和效的提升。既循环又“经济”，既有绿的底色，

又有“金”的成色，这不正是我们所追求的发展吗？

绿色循环发展，是一条康庄大道，也是一条关键之“链”。

在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循环经济园区内，金属冶炼是龙头项目，

产生的副产品能够成为下游企业的生产原料。不仅如此，在

这一系列的环节中产生的辅料废渣由配套水泥企业完全消

化，余热还可以发电……在循环的过程中，看似无用的垃圾被

“榨尽”，形成环环相扣的循环经济产业链。抓好循环经济产

业链条中的每一环，既对内挖掘资源价值，也对外畅通、衔接、

互补，发展的绿意、新意也就更足。

发展循环经济，创新是“神来之笔”，往往能够发挥四两拨

千斤的作用。这种创新是企业的技术提升，也是点石成金的科

技之变。天津荣程联合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在水循环上做文章，

将市政生活污水、收集的雨水及生产废水加工处理后，转化为

不同品种的再生水，高效回流车间、循环利用；“工人穿的工作

服是由26个瓶子做的”，元气森林天津厂将塑料包装瓶制成工

作服。用好创新这一招，创新理念、创新技术、创新路径，曾经

的废弃物变身“金元宝”，为发展带来更多新动能、新优势。

不久前发布的《天津市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

以旧换新实施方案》提出，到2027年底，全市再生资源加工

利用能力达到800万吨以上。巨大市场的开发、高科技的加

持、新生产方式的涌现都告诉我们，发展循环经济正当其

时、未来可期。

跨界加持让非遗更青春
——把“津”字招牌变成“金”字招牌③

我很小，但我的天地很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