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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闫丽 最近，在报纸上刊登结

婚启事流行起来。这种多

元化的婚俗表达与创新形

式，让不少年轻人找到了

“复古纸质浪漫”。报纸本

身也有着不可替代的文化

意义和珍藏价值。

孟宪东 画

“结婚登报”，火了

有一种年味儿，叫非遗
■ 杨建楠

年集不只是个集
■ 郭振

城市的核心是人。践行人民
城市理念，打造宜业宜居宜乐宜
游的良好环境，以城市之“治”为
高品质生活“加码”，事关城市治
理成色和城市发展能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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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中间的小孔了吗？”工作人员拿过一根自动铅笔

芯一般粗细的微孔管，指着中间肉眼几乎不可见的孔洞说，

“用我们的纳米精密加工技术，能对它的内孔进行抛光，这

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梳理我市这家精密加工企业的成长历程，能看到一个

关于“我能”和“我要”的故事。传统的抛光方式不仅精度受

限，而且对环境很不友好。沿用传统的技术路线，很容易碰

到“天花板”，能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家企业独辟蹊径，在

鲜有人涉足的等离子抛光领域攻关，从最初给保温杯内胆

抛光，到如今业务延伸到航天航空、医疗器械、电子通信等

多个领域。“虽然眼前不少项目很有诱惑，但我们还是选择

了难度更高、产业价值更大的方向去突破。”企业负责人说。

“我能”代表了自身的实力，“我要”是对市场领域与发

展方向的选择。修炼“我能”的独门绝技，才能掌握“我要”

的主动权。寻找需求、开拓市场，这是企业的常态。但是不

是有市场就要跟，还需仔细分辨。一味逐“量”，很可能会陷

入“内卷”的“无底洞”。练就自身核心竞争力，在“质”的角

逐中让自己“能”起来，才能掌握更大的选择权和发展空

间。一家制造企业瞄准技术难度高、供应链门槛高的高纯

金属溅射靶材领域冲锋，在月销售额跌至8万元的情况下，

依然投入数百万元坚持研发攻关，最终掌握了全球靶材市

场的主动权。不随波逐流，练就“我能”的核心竞争力，累积

的也是发展的新势能。

如果说“我能”是练好内功，那么“我要”则是打开视野，

凭借敏锐且独到的战略眼光，坚定出击。去年，光伏行业承

压，安徽一家企业却如一匹黑马在“凛冬”中突围，这家企业

没有选择可快速投产的主流路线，而是坚定选择做下一代

异质结光伏电池，甚至不惜重构设备、工艺等全产业链。正

是基于“我要”的战略远见，企业在行业洗牌中反倒进入盈

利周期，成为全球最年轻光伏“独角兽”。创新没有定式，但

需要定力，这种定力不是顺水推舟的惯性，而是在面对市场

诱惑时，对“我要”精准判断和不懈坚持。

市场瞬息万变，新技术、新业态不断涌现，不妨变“我能”

为“我要”，在市场变局中蹚出一条有“质”感的进阶之路。

冬夜里的五大道民园广场，被游客敲响的“奇遇铃”清

脆悦耳，5米高的水晶球散发光芒，格外温馨。和平路步行

街的建筑外墙上，“爬”上了两只胖嘟嘟的巨型企鹅，搭配各

种喜庆装饰，璀璨灯光下氛围感拉满。点开社交平台，关于

这些街区的评论有很多，“我被这条街硬控了”“可爱到尖

叫”“疯狂拍照100张”……

一个街区靠什么“硬控”消费者？提供“情绪价

值”很重要。此前，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的报告指出，

除了性价比，能否提供“情绪价值”成为年轻一代消费

的重要衡量标准。更多消费品从物质范畴拓展到精

神范畴，很多看起来“没用”的商品，因能带给消费者

参与感、仪式感等精神满足而受到欢迎。前一阵爆火

的陕西文创“绒馍馍”就因为“过家家”式的售卖方式

一“馍”难求。

看起来，追求为消费者提供“情绪价值”是企业和商

户的事。但实际上，围绕“情绪价值”产生的消费需求，不

仅体现在商品本身，更深刻改变着商业格局。电商行业

的发展让人们足不出户就能轻松购物，所以对大多数消

费者来说，逛街并不是单纯的物质需求，由此带来的“情

绪价值”，是线上消费形式无法替代的。前不久，户外话

剧演出、汉服节、国风表演，天津金街沉浸式体验不断，游

人如织。据金街商户反映，开启演出模式后，当月营业额

同比增长130%。一条街的“情绪价值”拉满，就能帮更多

商家打开“市面”，延伸消费业态的广度和边界。换言之，

挖掘“情绪价值”背后的消费潜力，一条街要找到自己的

发力点。

一个街区，空间是开放的，场景是多元的。“情绪价

值”从新鲜感与个性化中来。收罗全国各地风味儿山货

的“山货茫茫多”市集，将养生和潮流艺术融合的“来松趟

经骨”市集……上海鸿寿坊的市集常换常新，给消费者带

来更多奇妙有趣的体验。“情绪价值”也从文化认同感中

来。焚香、插花、点茶、挂画，杭州清河坊街区常态化开展

手工体验、艺术演出等系列特色活动，宋韵文化成为这条

街的“流量密码”。优化商业经营模式，在一次次以在地

文化为导向、追求个性化的场景创新中，一条街在消费者

心中会形成更为深刻的共同记忆和情感链接，让“逛街”

成为日常生活的必选项。

这个周末，会有什么惊喜？当“逛街”成为一种期待，对

街区和商户来说，意味着新的增长点和竞争优势。在消费

场景、休闲场景、文化场景的有机融合中，一条步行街、一个

老旧小区、一座老厂房都有机会“硬控”消费者，成为“近悦

远来”之地。

凌晨三点半，大多数人还在梦乡，武清区“河西务立仁斋

炸糕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王学仁已经忙开了，和面、熬豆

馅、包制、下锅炸……传承百年的技艺造就了美食，也成为引

客的招牌。临近春节，来买炸糕的人越来越多，一些准备返

乡的人把炸糕当作特产拎回家。

小小的炸糕，使百年非遗技艺变得生动具体，也透着十足

的年味儿。近几年，总有人感慨，年味儿淡了。究竟什么才是

年味儿？有人说，是除夕餐桌上的饺子，是满满一筐的砂糖橘，

是剪纸、绒花、年画里的“红火味儿”……

大家虽然嘴上念叨着“年味儿淡了”，可庆祝新春的方式，

却在不断翻新。取材于潮汕英歌舞时迁耍蛇经典片段，杨柳青

木版年画推出了俏皮可爱的蛇年生肖年画《小时迁与黑白

蛇》。春联也越来越有个性：“身体棒棒”“钱包胖胖”“泼天富

贵”“蛇我其谁”……内容创新的同时，款式也在升级，粘贴便

捷、小巧精致的春联冰箱贴大受欢迎。

年味儿中有非遗的影子，非遗也成就了更多年味儿。去年

12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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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迎

来第一个“非遗春节”。用非遗的视角寻找年味儿，你会发现，

汉沽飞镲精彩灵动、打铁花流光溢彩、独流焖鱼鲜香味美、剪纸

图案栩栩如生……多彩的非遗技艺，本就是年味儿的一部分，

也使年味儿更有内涵，充满烟火气。正如一位民俗学家所说，

春节是拥有最多传承人的非遗项目，每个人都是春节各种习俗

和活动的参与者、体验者、传承者、创造者。也正源于新年里人

们的种种期盼和祝福，让非遗承载了更深厚的情感与文化。传

统文化与现代生活在年味儿里找到了连接点，非遗也因此获得

了创新的动力和代代传承的生命力。

我们的春节，世界的非遗。春节蕴含着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

和平、和睦、和谐的价值追求，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据不完

全统计，近二十个国家将春节作为法定节假日，全球约五分之一

的人口以不同形式庆祝农历新年。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一个个

关于春节、关于非遗、关于文化的新故事正在被书写。

春节将至，一场场农村大集升腾起不一样的“烟火气”。

腊八节，宁河区芦台大集，直径2.25米的“宁河第一锅”被

人们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锅内热气升腾，大枣、桂圆、莲子、

葵花籽仁、葡萄干、花生仁等十几种食材被倒入其中，一米多高

的灶台上，七八个工作人员用手中的大铁锨不停地搅动。临近

午饭时间，一碗碗香气扑鼻的腊八粥出锅，人们排队品尝，热粥

入口，散开的是浓浓年味儿。

比肩接踵的赶集人，此起彼伏的吆喝声，飘香的非遗美食，精

彩的民俗表演……从宁河到静海，从蓟州到武清，一幕幕年集盛景

让人身心沉浸、流连忘返。有人不禁好奇，如今线上购物方便快捷，

线下商超温暖舒适，为何那么多人还是顶着寒风去赶年集？相比网

络购物，年集是“活”的；相比线下商超，年集是“热”的。

不同于普通集市，年集有着特殊的文化属性，承载着年俗、年

味儿等独特记忆。人们赶年集，不仅是买年货、凑热闹，更是找寻

代代相传的仪式感。让古老年集在新时代焕发更大活力，更多文

化记忆将深深植入人们心中，春节文化符号也将愈发生动鲜明。

根植于乡土文明，背靠广袤乡村，透过年集这扇窗，人们可以

细致观察、咀嚼品味当地文化。芦台、河西务、咸水沽等天津年集，

总少不了喜庆的大红绒花、各式各样的吊钱、年画；北京年集的京味

小吃，川渝年集的一口“腊味”，东北年集的黑亮冻梨，广东年集的鲜

艳花卉……不同年集有不同特色。一句句方言、一样样美食、一件件

工艺品，年集上，从各个摊位升腾的“烟火气”，吸引八方游人。

年味儿需要具象化表达，文化需要载体呈现。在接地气中拥

抱新潮，年集上的年味儿更加浓郁。如今的年集早已不是人们记

忆里的模样，大集同样“买全球”。水果摊上，红得发紫的车厘子

质量不输城里超市的，价格更便宜；许多售卖土特产的摊主，一边

招呼顾客，一边举着货物对着手机直播，线上线下两头忙；春联年

画摊位，不仅有着各类成品，还有民间书法家挥毫泼墨。乡村年

集“土”也“不土”，随着时代的发展，年集的形式也在悄然变化，更

多样的形式，带来的是更新鲜的体验、更丰富的文化内涵。

年集不只是个集，熙熙攘攘的人流中，有浓浓的年味儿，有

岁月沉淀下的醇厚芬芳。

接娃几分钟，停车

一小时，去晚了没车

位，去早了出不来……

对于很多家长来说，接

娃放学是个头疼事。

拥堵的交通、等待的人

群，让学校门口成了

“一锅粥”。而在中新

天津生态城的一个小

学，接娃时间缩短到6

至8分钟，秘诀何在？

线上，家长们通过

智慧小程序登记信息、

有序排队、及时接送；线

下，小学周边停车区变

身家长临时等候区，收

到信息的家长可从学校

地下停车场进入专用车

道，实现快接闪送。

“丝滑”接送，理顺

的是校门口的交通，也

是一定区域内科学施治

的思路。有人说，城市

治理就像一个神经元系

统。就拿学校上下学来

说，校门口的秩序不仅

涉及家长利益，也涉及

市民出行、周边居民生

活及区域安全。换句话

说，一个点，牵动城市治

理千丝万缕的环节。把

一个个问题看透、摸清、

解决好，既是把一条条

纠缠在一起的线团解开

的过程，也是把分散的

资源、力量之“珠”串联

起来的过程。实际上，

越是在资源稀缺、供给

紧张的地方，“串珠成

链”需求就越高。

珠子摆在那儿，如

何串是关键。这需要

打开思路看问题，也需要找到“帮手”解决

问题。俗话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如果说开阔、清晰的思路是治理之针，那么

智慧赋能就是一根串珠成链的线。不少游

客在旅游时，存在“拖着行李逛景点”的不

便。为了方便游客，很多地方推出行李寄

存服务，在交通枢纽、重点商圈、热门景点

等地设寄存柜，大大方便了游客。可是不

久后，游客又提出了新的诉求：寄存点少，

往返取行李太折腾。有的地方随之上线了

接入智能技术的行李寄存服务平台，“寄

存+动态多场景托运”，实现行李跟着人

走。从“治理”到“智理”，不仅是运用新技

术这么简单，只有聚集起更多合力，才能激

发出城市的更大活力。

人与城互相成就，城与人共融而生，每一

个“关键小事”都在升腾着城市温度。

不久前，一个由滨海新区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举办的“新

农人”培训班火了。

培训班上，来自新区10个街镇的50名返乡大学生，与来自

院校、机构的专家学者面对面，围绕如何发展现代都市型农业及

乡村产业发展新业态与新模式等内容进行学习交流，深入农业

一线，近距离感受农村创新创业典型案例。量身定做的理论学

习和实践，让学员们大呼“解渴”。

开创乡村振兴新局面离不开“新农人”。打好引育“组合

拳”，既为“新农人”解“技能”之渴，也为乡村解人才之“渴”，让有

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人，为乡村带来发展的新思维、

新理念、新业态。

强化乡村振兴人才支撑，首先要把乡村人才“聚起来”，精准

施策回引“金凤凰”，积极引导高校毕业生、在外经商人员、复员

军人等回乡服务、投资兴业，不断扩大人才增量；同时还要让乡

村人才“强起来”，主动将政策、服务、关怀“送上门”，采用“走出

去”“引进来”方式，全面提升乡村人才的能力和水平，让他们在

乡村振兴中大显身手，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李娜：“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市容
环境愈发整洁有序，公园持续优化“上
新”，一个个城市建设中的“微景观”为高
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加码”，折射出提
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的内在逻辑。

王双：人民性是城市的本质属性，

“让生活更美好”是城市建设和治理的价

值所在。如今，人们对城市不仅有基本

功能的要求，更期待城市成为高品质生

活空间，环境更美、生活更美、人文更

美。精准、有效回应这些期待的过程，就

是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的过程。依

托智慧化管理，让城市运行更高效；通过

对公园、街道、闲置房屋等空间载体规划

设计，提升城市业态、功能、品质，让生活

更舒心，这些都是对现实需求的回应。

从产业、文化到交通等，如何进一步优化

城市功能，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期待，是治理现代化面对的课题，事关城

市长远发展。

李娜：新时代的超大城市治理，注重
效度，又追求温度。“见物”更要“见人”，
注重对共性、个性需求的多样化满足，是
城市治理“现代范儿”的鲜明特色。

王双：城市治理强调增强基本公共

服务的均衡性和可及性，也要求提升治

理的有效性。以文明养犬为例，尊重个

人养宠物的权利，同时要避免伤害他人

利益。为达到这样一种平衡，既用条例、

倡议，也在有些社区设立“宠物公厕”、成

立劝导志愿服务队，引导居民自我约

束。随着城市发展，人的需求在升级。

为什么过去公园只重绿化，现在把文化、

娱乐需求等也考虑进去了，道理就在

这。在兼顾公平与效率、丰富供给适配

需求变化的实践探索中，必然会带来治

理能力和水平的提升。

李娜：高品质、高水平的治理，离不
开精度的考量。依靠“智慧停车”平台，
可以实现车位在线预订；有了智能气象
监测，可以对何时下雨、下多大雨精准预
知……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
术赋能，为精细化治理、城市发展打开了
更大想象空间。

王双：治理方式、手段的丰富，与发展理念、规划是一体

的。数字技术的成熟为精细化治理提供了更多可选择方案，

而生产模式、生活方式的变化也会潜移默化影响人的思想和

理念。在推进智慧社区建设中，人们越来越习惯用小程序反

映诉求、参与治理，就是技术发展与理念转变相互促进的结

果。当数字技术与城市治理深度融合，势必带动算力产业、数

据开放平台的建设和发展，甚至带动整个城市产业结构调整

和升级，拓展城市发展空间。“治理”到“智理”，一字之差，引发

的可能是一系列连锁反应。

李娜：提升城市治理效能，离不开大城细管、大城智管，也要
靠大城众管。完善共建共治共享治理制度，健全人民群众参与
城市治理的机制，当更多群众参与到城市建设和治理中来，城市
运行管理水平更高，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强。

王双：治理现代化强调多元主体参与，也就是我们说的大

城众管。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首先需要提高群众参与

治理的意识。这与宣传教育的有效性乃至整个城市的文明程

度相关。同时，要为大家提供更多参与渠道。现在，很多街

道、社区的志愿服务组织都有自己的活动阵地、服务机制，给

居民参与治理带来便利。此外，增强服务信息的精准化和可

及性也必不可少。这往往依赖信息共享渠道或开放式信息平

台的搭建。拓宽参与渠道，保证渠道畅通，对利益表达有回

应、有解决机制，形成正向反馈的“环”，让大家有热情参与进

来，共建共治共享的目标才能达成。这背后涉及治理理念、体

制机制创新等根本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