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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大都市要有现代化
的治理方式、治理手段。大城细
管、大城智管、大城众管，“人民
城市理念”是出发点和落脚点。
聚焦群众需求、汲取群众智慧、
善用群众力量，大城善治“绣”出
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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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津城各处走一走，关于非遗技艺的一帧帧画面，不经

意间就会闯入视线：在长芦汉沽盐场，非遗是阳光下一捧

洁白的盐；在杨柳青画社的画师们笔下，非遗时而化作一

尾鱼，时而又变成一个胖娃娃……非遗有千千万万张“脸”，

它可能是一幅画、一件日用品，也可能是一个民俗、一种食

物……这千千万万张“脸”又都诠释着同一个内涵：文化。

非遗是活态的文化。当我们回望它的过去，看到的不

只是一门技艺的成长故事，更是文脉从历史中蜿蜒而来的

历程；当人们想方设法激发非遗的活力，让这些技艺活起

来、火起来，看到的则是传统文化如何与现代相融，深刻影

响着当下和未来。

一

我们的春节，世界的非遗。12月4日，“春节——中国

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成功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承载着中华文化基因的

宝贵遗产，有着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不仅内

涵丰富，而且鲜活生动。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世界级、国家

级的，也有省级、区级的。人类文明史上，逐渐湮灭在岁月

中的技艺、文化有很多，能留存至今的每一项非遗都是不可

多得的宝藏。

“快看，风筝上有冰壶和雪橇！”2022年北京冬奥会成功举

办，“风筝魏”抓住这一机遇，推出冬奥主题风筝，每次试飞，附

近的孩童都激动地围观。不只是冬奥主题风筝，太极风筝、镂

空风筝、钢铁侠风筝……“风筝魏”新品近年来层出不穷，各类

“定制版”“联名款”接连诞生，风筝逐渐实现了收藏、装饰等功

能，成为一件可以放飞的工艺品。眼下，“风筝魏”已飞向世界

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还在乘时代东风，继续飞翔。

与时代同呼吸、同成长，是许多非遗历久弥新的关键。

传承老手艺，并不是只对旧产品“复制粘贴”。把更多时代

元素融入传统技艺，非遗“大餐”将在留住“老味儿”的同时

不断添加新菜，提升非遗的可见度。

二

有人说，时间是非遗的朋友，也是非遗的敌人。在时间

长河的洗礼中，非遗传承人都经历着酸甜苦辣、百般滋味，

都要答好“活着”与“活力”这两道题。

活着，并非那么容易。巧夺天工的技艺离不开辛劳与

汗水，离不开执着与专注。11月12日，传统文化创作者李

子柒回归，在网络发布了一则大漆作品制作的视频。李子

柒说这是让她痛并快乐着的一段创作过程。初次接触生

漆，她产生了过敏反应，身上长了肿包，反复结痂又挠开，浑

身发痒，难以入睡。传播者的体验尝试都如此曲折，以此为

职业，艰辛可想而知。

“我那阵子绑掸子，半夜手都能疼醒。”蔡氏贡掸第五代

传承人蔡红英，每次回想起学艺之初都感慨不已。2004

年，蔡红英随父亲蔡成浩学习制掸工艺，理论很简单，但真

正上手时，她才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制掸需要“巧劲”，没有

熟练掌握技巧的蔡红英每次绑掸子都非常苦，“指甲盖都掀

起一半来”。熟练的技艺，是蔡红英用疼痛换来的。如今，

蔡红英经营着古文化街的门店，她一边推出珍珠鸡、芦花鸡

羽毛制作的各种新品，一边指导店员给顾客讲述贡掸的故

事，不大的门店，每天都是顾客盈门。

活下来，更要有活力，而活力，往往寓于需求之中。临

近春节，正值绒花需求旺季，武清区的绒花制作技艺传承人

果兆静线上线下两头忙。“你能在花上盘一条小蛇吗？”“有

没有原材料，我想照着做。”在直播做花的过程中，果兆静发

现许多顾客会提出一些个性需求，这些需求不时给她带来

新启发。于是，果兆静推出了材料包，推出了本命年新产

品，还将绒花工艺应用到胸针、摆件乃至凤冠制作当中。她

制作的绒花版十二龙九凤冠，参加过第十三届中国旅游产

业博览会等展会，吸引了众多目光。

一个个非遗“破圈”带给人们欣喜，但也应清醒地看到，

一些非遗技艺依然面临失传危机。活下来，活起来，火起

来，守护好这份历史积淀，不是一个简单的命题。

三

要解开关于“活”的难题，非遗技艺就必须从原有的条

条框框中跳出来，既守住“传统”的魂，也把准“现代”的脉，

让自身成为时代的一部分。

老手艺，不能老守着那点艺，非遗的传承与发展也是同

样道理。“守艺”是必然的，但不能在一个“守”字上固步自

封。恰恰是为了更好地“守艺”，才需要从各个方面，用各种

方式突破、创新。周末，胡连庄杨氏手工柳编的传承人杨俊

艳像往常一样，到几个村子教学。在她的指导下，村民们手

工编织的篮子、挂件等工艺品远销万里之外的欧洲。一只

篮子能漂洋过海，靠精巧的技艺，也靠精明的传承人。杨俊

艳是个脑子活络的多面手，除了精于本行，不断设计新款

式，她还坚持学英语、学沟通技巧……向“新”而行中，胡连

庄杨氏手工柳编的五百多种产品行销十几个国家。“现在的

传承人，不能只会手里这点活儿，要各方面都懂，一直学新

本领。”不给自己设限，也不给手艺设限，传承百年的非遗

技艺闯出了一片新天地。

传承人的话折射出非遗活化背后的“守”与“破”。如果

说，我们要守住非遗的技艺之精、文化之魂，那与时俱进的又

该是什么呢？与时俱进的过程，也是从多层面、多角度求新立

新的过程，既有发展理念之新，又有传承人的本领之新；既有

产品设计之新，又有营销渠道之新……做好这样的创新，需要

跳出非遗的圈子，用文化、产业、消费等不同视角去观察和探索。

在“破圈”这条路上，“后浪”往往能掀起新潮。“85后”冯

超超是宁河区盆罐庄村的第一书记，他还有另一个身份：非遗

主播。尽管守着制陶这个传承数百年的非遗技艺，盆罐庄村

的发展还是很长时间没能快起来。在冯超超看来，村里的手

艺人年龄偏大，在宣传上没有跟上时代。怎么办？他想到了

开直播。于是，一只只茶壶、水杯、花瓶就这样从线下走到线

上。“有收入，手艺人才能坚持做这门手艺。我们用销量带动

产量，带来传承非遗的信心。”冯超超和同事们靠直播带来了

15万元的销售额，也为村里的非遗技艺扩大了知名度。

当老手艺遇到新平台、新面孔，新活力的注入也就水到渠

成。加入非遗的年轻力量越多，非遗的年轻态会愈发凸显。

主动拥抱年轻一代，向“后浪”借力，古老的技艺也能成为时代

的弄潮儿，活下去，更火起来。

四

提起非遗，人们常常还会想到另外三个字：手工艺。一位

传承人曾感叹，手工艺赋予了一件物品温情与灵魂，这是在流

水线上难以触摸到的。

手工艺，一个词、三个字，代表了三种不同的境界。“手”，

指手作，是最基本也最初级的一环。“工”，则意味着娴熟的技

术，体现着工匠对技巧的熟练掌握、灵活运用。而“艺”，蕴含

着匠人的审美追求和对文化的深刻理解，是“匠心”所在。手

工艺的3个层次折射出非遗独有的文化厚度与人文温度。即

便是同一块材料，同一种技艺，不同匠人也会有不同的理解与

表达，这让每一件作品都独一无二、不可复制，这也是非遗的

魅力所在。

依托于这份独特的魅力，非遗在新时代延伸出了新的业

态。如今，沉浸式体验越来越受年轻消费者欢迎，亲手制作一

把古典漆扇、在非遗工坊跟匠人学做陶器、听制香传承人讲授

制香技艺……许多年轻人乐于亲手参与制作非遗手工制品，借

此，深入体验传统文化的魅力。“非遗手工”为创新多元消费场景

提供新的可能，带动了经济发展，也为非遗传承注入活力。

非遗，是远去的历史，也是眼前的生活；是薪火不熄的传承，

也是与时代相契的创新；是精妙绝伦的技艺，更是底蕴深厚的文

化……“遗”字本身有多种含义，包括“丢失”与“漏掉”。非遗，

不遗。不丢失、不遗落，守住“文化”这个内核，不断注入时代元

素，会有更多关于非遗的故事精彩呈现，在当下，在未来。

闫丽：城市治理是发展命题，也
是民生命题。让群众生活更方便、
更舒心、更有归属感，是城市治理的
重要标尺。对于天津这座拥有1300
万人口的超大城市而言，大城之治
是一道综合性大题。

刘刚：的确如此。超大城市是巨

大而复杂的生命体，人口、交通、金

融、服务和信息等要素在其间广泛聚

集、高速流动，空间格局紧凑、治理结

构复杂、运作机理多样等是重要特

征。加快完善与超大城市功能定位

相适应、与群众期盼相符合的城市治

理体系，既是一个共同治理的过程，

也是一个分层治理的过程。共同，在

于系统性、广泛性，政府、企业、社会

组织、群众等形成治理共同体，良性

互动、协同配合；分层，则意味着治理

不是平均用力，而是有层次、多维度

的，对不同群体、不同诉求分类施策，

对多种利益统筹协调。而这一切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人”，治理的功

能、价值和意义最终回归到人们的日

常生活中，凸显人民性和服务性。

闫丽：群众的“金点子”是治理
的“金钥匙”。在河西区，一支由环
卫工人、小区物业、外卖小哥、维修
人员共同组成的志愿者队伍，成为
基层社会治理的触角，为平安社区
赋能。把群众组织起来、发动起
来，让不同主体参与到治理的不同
环节，才能实现善治。

刘刚：现代化的城市治理，是多

种力量和主体的联结，是多种诉求的

有效满足，也是多类群体作用的充分

发挥。超大城市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决定了治理非一家之力可以完成，需

要找到民众、社会组织与企业等利益

相关主体的最大公约数，达到价值、

目标和利益的一致，以此调动社会力

量参与城市治理的积极性。滨海新

区探索“五社联动”的治理新模式，集

结有志愿热情的社区能人、活跃的社

会组织和社会慈善资源等，为社区困

难群体提供支持性服务、开展社区公

益与志愿活动。几方治理主体积极

参与、协同发力，就能形成城市治理

的最大合力。

闫丽：城市治理说到底是人做工作、做人的工作。以
人为本，需要磨好绣花针，也要用好穿针法，不断探索、创
新治理方式方法，可以是高科技的融入，也可以是治理场
景的丰富，让大城众管有更多“打开方式”。

刘刚：“人民城市”包含着人们对一切美好生活的想象，

城市治理的“供”要精准对接群众的“需”。这与治理各个环

节的基础设施、办事人员的专业素养有关，在数字化高度发

展的今天，也与技术创新、场景创新密不可分。如今，办事

流程一减再减，材料一再“瘦身”，更多的“高效办成一件事”

场景服务，提升了企业和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数字赋

能，以“智”促治，使治理的方法和手段再丰富、再升级，这是

我们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效路径，也将成为未来发展

的软实力和竞争力。

闫丽：一个现代化的城市，充满活力又拥有良好秩
序，呈现活力和秩序的有机统一。市容与繁荣共存，烟
火与文明相伴，活而不乱、活跃有序，如何处理好活力
与秩序？

刘刚：作为城市治理的两个目标，活力与秩序从来都是

有机统一的。既规则明确、竞争公平，又包容创新、彰显活

力，这对城市精细化治理的火候和力道是一种考验。管理

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人民、服务于发展。但“管”不等于

“关”，需要更高的智慧，这是“绣花功夫”。一段时间以来，

很多地方推出了潮汐市场、潮汐摊位，定点定时定区域经

营，让流动商贩经营像潮水一样能进能退，既保证了居民

“菜篮子”的便利、摊贩经营的稳定，也减轻了一线执法人员

的工作负担，让“烟火气”更有文明范儿，形成了多方共赢的

新局面。多一些疏导、引导，多一些润物细无声的柔性治

理，规则秩序与蓬勃活力并存，城市发展的各种可能性就会

被挖掘出来。

“平均一天只花2元钱就能满足我们一家的用水需求，

方便又划算！”家住武清区杨村街道馨旺园小区的张阿姨

感叹。

不久前，馨旺园小区多了一个小型净水厂，居民家中

多了一根水管和一块水表。不用额外加装过滤器，拧开水

龙头就可以喝上直饮水。物联网智能水表支持居民通过

手机实时查看水质、缴费。过滤产生的中水，也可供居民

免费取用。街道将管道直饮水项目引入“15分钟便民生活

圈”，从“15分钟”变成了“0分钟”，城市治理的“现代范儿”

就体现在这一变化中。

城市治理说大也大，动辄以平方公里、千万人口来论，说小

也小，以一街一巷、一人一户来计。从前说起便民生活圈，想到

的都是一个生活区域内的菜市场、体育场、学校、社区食堂、小

修小补，当我们把这个“圈”放到“聚光灯”和“放大镜”下细细察

看，与建设现代化大都市的要求、居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对标，就

能发现还有不少细节可以完善。

抓住这些细节，需要更高效能的城市治理来支撑，背后有

理念的更新，也有模式的创新。有的街道建立“一人（户）一档

一策”精细化管理模式，通过深入走访了解居民诉求，把每户

居民的问题制成标签“上墙”，解决了才能“下墙”；有的街道借

助智慧平台，实现信息的实时汇聚和分类展示，社区里缺什

么一目了然。创新工作方法，挖掘更细的治理内容，扩展更丰

富的服务场景，治理的“针脚”就会越来越细密。

“针脚”更细，“针法”也要更精。说回直饮水管道入户这件事，

从很久之前的自来水管入户，到近几年在社区里安装直饮水机，再

到考虑社区中老年人占比较大，户外打水不便，把直饮水水管通到

居民家中，跟上居民需求变化的关键，是把“让群众生活更舒适”这

一理念融入到规划中，从而抓住了“关键小事”。办好这桩桩件件

的“小事”，需要有精品意识，树立起更精细的标准。这种精细不在

于启动多大项目，投入多少资金，而是通过管理服务的持续深入、

细化，真正让群众可知可感，得到实惠。

近期，一些AI合成视

频冒充专家和明星带货，导

致不少人误信购买。这类

视频不仅影响公众人物的

形象和社会公信力，更破坏

了互联网的诚信体系。建立

一个健康的网络生态体系，

还需多方共同努力。

单君 画

别上当，

带货的不是名人是AI

“飞行器即将起桨，请远离，起飞！”轻点几下遥控器

显示屏，按动按钮，旋翼发出“嗡嗡嗡”转动声，植保无人

机腾空而起，飞到麦田上空3米高，喷出雾化液体，为小

麦披上一层“防护衣”……在蓟州区下窝头镇肖庄子村的

农田里，种粮大户王宝华熟练地操作无人机进行冬小麦

防冻作业，不到半天时间，三百多亩地就喷洒完成。

“以前肩上背，现在天上飞。”这位年过六旬的农田老

把式，指着上空的无人机难掩兴奋，“我很爱鼓捣这些‘新

玩意’，这是我买的第三架，不仅自学自用，有空还给别人

当飞手。”老把式“赶时髦”，农具不断上新，更具现代感的

农业提高了效率，也为农民带来了新身份和新机遇。农

业“潮”起来，田野里也能“长出”新质生产力。

谁来种地，怎么种地，一直是农业发展要面对的课

题。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农村土地“老年人种不动，年

轻人不想种”的情形。这个问题，并非无解，人种不动，就

让“机器换人”。植保无人机、农业机器人、智能水肥机，

新农具让会种地的老把式更“慧”种地；物联网、大模型、

智慧农业平台，新技术让传统产业焕新升级……新农具、

新技术带来更智能高效的耕作方式，农业“质感”越足，发

展的空间也就越广阔。

“时髦”的农具带来的是生产力的提高，也引发了农

业生产经营模式的变革。“赶时髦”也能“赶”出一条产业

链，正是看准了“低空经济+智慧农业”的趋势，宁河区已

有6家无人机作业服务组织，形成了无人机销售、作业服

务、飞手培训等全流程服务体系，为乡村产业多元化发展

注入新动能。

农业不断向新，新的不只是农具。农业现代化，

人是决定性要素。让有本事的“田秀才”、手里有绝活

的“土专家”成为新技术、新装备的推进者，吸引年轻

人、培养更多新农人，小农户融入大产业、对接大市

场，农村也就有了更多活力和竞争力，田野里就会有

更多新“丰”景。

■ 金之平

■ 谷朋

老把式也能“赶时髦”

别
小
瞧
了
一
场
赛
事

■ 李娜

这些日子，在天津举办的赛事不少，像自然

资源调查监测职业技能竞赛、工业机器人技术邀

请赛、智能网联汽车运维赛项的竞技等，吸引众多

专业人才同场比拼。

可别小瞧了一场赛事。赛事是竞技场，也是

风向标。职业技能人才在赛场上竞技，赛出的是

自身水平，也折射出一项技能的前景。搭建赛事

平台，让更多技能人才脱颖而出，当越来越多人靠

技能“有为”得以“有位”、看到“当技术工人也能出

彩”，尊重技能人才的氛围才会更加浓厚，为一流

产业技术工人队伍建设注入源头活水。

赛事连着职业，也连着产业，背后是产业发展

需求。产业升级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对

一线的技术供给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不久前闭幕

的“海河工匠杯”技能大赛全国青年职业技能赛上，

就新增了信息通信网络线务员工种的比拼，考查参

赛者5G网络规划、建设、维护等方面的综合能力。

而智能网联汽车运维赛项则对接新能源汽车和智能

网联汽车产业，紧紧围绕该领域对整车故障检修、感

知系统装调等技术要求设定比赛内容，折射新兴产

业对相关高技能人才的渴求。还有很多技能比赛的

创新成果就地实现转化，被应用到生产一线，如此一

来，竞赛的意义远远超出比赛本身，成为赋能产业创

新的一剂良方。从另一个侧面看，顺应产业转型升

级趋势进行更新迭代，技术与产业发展的新需求适

配度越高，技能人才的发展空间也会越大。

以赛促教、以赛促学、以赛为媒，透过赛事，可以看见一座城市与人

才的“双向奔赴”。城市的发展离不开产业，而产业的升级需要人才支

撑。无论是出政策、搭平台、建机制、优服务，不断改善人才生态环境，

让人才愿意来、留得住，还是聚焦急需紧缺专业，推动校企对接、创新育

人模式，助力技能人才快速成长，都在佐证一个道理：城市间的竞争，说

到底，是人才的竞争。厚植人才发展沃土，为技能人才创造施展才华的

更多机遇和更大舞台，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的路更宽、更广，人才成长

的故事也将是城市发展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