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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疆观察

共有精神家园

擦亮乡村文化新底色，激活乡村发展新动能，让乡村文化产业多起来、乡
风民风美起来，不断激发乡村振兴内在动力，广大农牧民的日子一定能够越过
越红火，实现物质和精神的双丰收

最近，来自内蒙古各盟市的 15 支乡村村歌
代表队，齐聚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村民们用饱
满的热情唱响村歌，角逐内蒙古村歌大擂台，最
终胜出的 10 首村歌，将成为内蒙古自治区年度

“最美村歌”。一首首原创的村歌，唱出了全区
各地的乡土风情，也唱出了新时代农牧民的幸
福生活。

近年来，随着内蒙古农村牧区日新月异的发
展，农牧民群众的“腰包”越来越鼓，对文化生活
的需求也越来越多、越来越高。与此同时，也产
生了传承和发扬乡土文化的意识和责任感。从
一场场别开生面的“村晚”，到一名名“文化村长”
带领乡亲们把美好生活写进歌里、编成舞蹈、搬
上舞台……全区各地的文化活动可谓异彩纷呈，
其中不少已经常态化，形成了特色品牌，成为了
当地的亮丽名片。越来越具时代化的乡村文化，
丰富和发展了北疆文化，越来越活跃的乡村文化
产业，为北疆大地广袤乡村带来了勃勃生机，也
显示出广大农牧民愈加坚实的文化自信。

乡村振兴，不仅是物质层面的振兴，更是精
神层面的振兴。乡村精神文明建设的提升，往
往也是激发乡村振兴内生动力重要途径。内蒙
古各地丰富多彩的乡村文化活动，为“民间高
手”搭建了舞台、提供了机会，也带动了乡亲们
积极参与、大显身手。许多地方把当地的风土
人情、发展变化、先进人物、感人故事融入文艺
创作，编排成歌舞、小品、快板、剧目，制作成剪
纸、版画、窗花、手工艺作品，不仅为农村牧区增
添了“文艺范儿”，充实了乡亲们的精神生活，也
提升了荣誉感、幸福感，增强了归属感、认同感，
在移风易俗、培育新风的同时更提振了奋斗美
好生活的精气神。

丰富的文化活动，还可以开拓乡村消费的新

空间，促进乡村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近年来，不
少地方在推进乡村振兴事业中积极挖掘文化动
能，在探索文旅融合的发展中闯出一片新天地。
一些特色鲜明、充满活力的乡村文体活动通过直
播、短视频等平台走进公众视野，收获大量好评，
既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又拉动了当地旅游
产业发展，为乡村经济带来了强劲助力。与此同
时，当地特色美食、农特产品，以及非遗文化产品
等也不断走进人们的视野，拓宽了当地群众的增
收渠道。

乡土文化是一个地方独特魅力的重要精神
源泉，也是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最宝贵的资
源。在理解乡土文化、尊重乡土文化的基础上不
断传承创新，才能为乡村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不竭

动力。因此，在深入挖掘文化内涵，做好文化传
承的同时，还需立足文化资源，创新发展方式，充
分利用新技术手段，拓展乡村文化空间，让乡土
文化切合时代主题、紧跟发展潮流，让乡土文化
在新时代持续不断焕发生命力。

推动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文化是根本，
产业是载体。当前，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成为新趋
势，在广大农村牧区打造文旅综合体、放大产业
融合的溢出效应，将成为带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
展的新支点。盘活乡村文化资源，形成“一村一
品”的特色优势，强化旅游带动、节庆拉动和文旅
互动，让乡村文化资源“活”起来、乡村旅游消费

“火”起来，就能走出一条文化产业助力乡村全面
振兴的发展新路。

擦亮乡村文化新底色，激活乡村发展新动
能，让乡村文化产业多起来、乡风民风美起来，
不断激发乡村振兴内在动力，广大农牧民的日
子一定能够越过越红火，实现物质和精神的双
丰收。

让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
◎袁宝年

中秋、国庆临近，各式各样的节
日礼盒又迎来销售高峰。月饼等食
品过度包装的问题再度成为公众关
注的热门话题。为了给包装“瘦身”，
减少铺张浪费，近日，不少地方对月
饼等节庆礼品进行检查。

一直以来，商家过度包装商品的
行为备受公众诟病。小物件大包装、
轻物件重包装、重复包装……过度包
装总是花样百出。今年 3 月，中国消
费者协会发布《商品过度包装问题研
究和消费者感知调查报告》，调查显
示有 80.7%的消费者反对过度包装，
认为其会“助长奢华之风、不良消费
风气，造成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等危
害”。据公开资料显示，我国年包装
材料消耗量绝对数 3000多万吨，每生
产 1000万个纸盒月饼，包装耗材就需
砍伐上百万棵直径在 10 厘米以上的
树木，可见，过度包装是对有限自然
资源的极大浪费。同时，过度包装给
环境带来很多污染，有研究表明，我

国包装废弃物约占城市生活垃圾的
30%至 40%，这些包装废弃物进入填
埋厂占有土地资源，进入焚烧场污染
空气，特别是有些塑料废弃物会转化
成微塑料，对水生态系统和人体健康
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害。

《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食品
和化妆品》（GB23350—2021）国家标
准（以下简称“新国标”）对限制食品
和化妆品过度包装提出明确要求，对
包装空隙率、包装层数、包装成本等
都提出了更明确、更严格的要求。这
既为食品化妆品生产企业提供指引，
也为相关部门的监管执法工作提供
了更详细具体、更具操作性的指导，

对进一步有效遏制过度包装提供了
有力支持。

治理过度包装是一项需要坚持
常抓不懈的工作。相关职能部门要
加强对“过度包装”行为的监管，加大
对食品和化妆品等包装的执法力度，
对生产、销售链条上的市场主体进行
有效监督，督促生产经营者落实相关
法律标准，对超标包装的企业商业经
营者严格处罚，提高违法成本，加大
惩处力度，坚持“零容忍”，真正树立
法律的权威，确保国家标准真正落到
实处。

杜绝过度包装，是一个标准问
题，更是一个认识问题。相关部门、

行业组织要加强新国标的宣传，让
消费者了解新国标的基本要求，掌
握查验、估算、判断过度包装问题的
基本方法，引导消费者远离过度包
装商品，让过度包装的商品失去市
场。企业应严格执行国家强制性标
准 ，加 强 自 律 ，不 生 产 过 度 包 装 产
品，当好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第一
责任人，以高品质和高性价比作为
市场竞争力，推动良性竞争，并尽量
选用可循环利用、可降解的包材，结
合商品特点进行绿色设计、包装优
化，以实际行动践行简约适度、绿色
环保理念。

治理过度包装，推动实现包装绿
色化，人人有责。消费者应树立科学
理性的消费观，秉持理性、文明、和谐
的消费理念，自觉养成节约资源和保
护环境的消费方式。全社会形成共
同抵制奢侈浪费之风、崇尚勤俭节约
的新风尚，就会让绿色消费、可持续
消费成为最佳消费时尚。

【来论】

治 理 过 度 包 装 需 常 抓 不 懈
◎潘铎印

国家文物局不久前印发的《关于
进一步提升博物馆讲解服务工作水
平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
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坚持问题导向、靶向施策，一手抓自
身提升、一手抓外部规范，“开正门”

“堵偏门”，不断提高自身讲解服务能
力，加大社会讲解规范和引导力度，
全面提升讲解服务数量和质量，更好
满足人民群众参观需求。

近年来，随着人民生活品质的提
升和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公众对博物
馆高品质文化供给的需求不断增长，
不少博物馆都“一票难求”。然而，在
火热的博物馆参观中，也出现了一些
不和谐现象。

为了更好地参观游览博物馆，深
入了解文物展品背后的历史故事，不
少游客选择花钱购买讲解服务。然
而，一些讲解人员专业水平参差不
齐，引来吐槽不断；有的讲解员音量
扰人，还经常霸占展品前最佳观赏位

置，影响看展秩序；更有一些所谓“野
导”，不仅讲解内容漏洞百出，还把野
史当正史，混杂着成功学、低俗黄段
子，糊弄误导观众。

一座博物馆就是一所大学校。博
物馆讲解工作搭建起博物馆与观众沟
通的桥梁，是博物馆发挥社会教育功
能、提供公共服务最直接、最重要的手
段。这些歪曲史实、戏说历史、扰乱秩
序的行为，与博物馆应有的教育功能
背道而驰，不敬畏文物、不尊重史实，
严重影响游客的参观质量，甚至会遗
祸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博物馆不是信口雌黄之地。确
保知识传播的客观性、准确性，是博

物馆讲解的要义。因此，《意见》要
求，要“堵偏门”，要通过提前报备、检
查巡查、社会监督、网络监测等方式，
把信口开河的“野导”纳入“黑名单”
对其重点监测和管理，坚决杜绝博物
馆内的“黑嘴”“胡咧”。

“堵偏门”更要“开正门”。博物馆
黑讲解滋生，与博物馆讲解服务供给
不足不无关系。《意见》要求，适度增加
固定时段免费人工讲解频次，定期组
织博物馆馆长、相关领域专家学者、科
研人员或策展团队开展公益讲解活
动，不断增加优质讲解服务供给。尤
其是面向青少年观众的讲解服务，应
做好馆校对接，加强教师培训，促进课

堂教学与现场讲解的有效衔接。
“堵偏门”并不是不允许社会讲

解，而是要规范社会讲解。规范的社
会讲解是博物馆讲解力量的补充，也
是游客现实的需要。因此，博物馆应
探索申请备案、培训考核、持证上岗
等机制，将信用良好的社会讲解个人
或团体列入“白名单”统一管理，更好
满足人民群众参观博物馆的需求。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博物馆讲
解“开正门”还有更多的形式。推出智
能语音导览、虚拟讲解、云讲解等自助
讲解方式，有助于观众获得更便捷讲
解服务，弥补人工讲解供给不足。加
大藏品资源公共信息开放力度，推出
展览内容简介，引导观众提前获取相
关文物和历史知识，做好观展准备，亦
有助于提升讲解服务效果。

博物馆讲解很重要。也正是因
为如此，既“堵偏门”又“开正门”，才
能让参观博物馆成为群众学习文化
知识、获得教益的重要途径。

【洞见】

博物馆讲解“堵偏门”更要“开正门”
◎关育兵

【一家言】

【街谈】

■画里有话

春秋时期，晋国大夫阳处父出使魏国，
路过一家客店。店主看见阳处父相貌堂堂、
举止不凡，便决定追随他，没过几天店主却
回家了。妻子十分不解，店主说：“他看上去
一表人才，但一路上东拉西扯，不知所云，我
看他没啥学问，怕跟着他学不到东西，反而
遭来祸害。”这就是成语“华而不实”的典故。

“大人不华，君子务实。”在中国古圣先
贤看来，“谋事”是否“实”，是区分君子与小
人的重要标尺。花拳绣腿、华而不实，历来
为人们所不齿与唾弃。须知，实干是连通

“知”与“行”的桥梁，一“实”当先可以胜过百
“巧”。吹出来的“亮点”，哪里比得上田间地
头看到风吹麦浪来得真切？摆个“花架子”，
何如走进街头巷尾听听百姓吐槽直击要害？

尚实、求实，是为了解决问题、深化改
革、谋求发展。否则，一提老实，就当老好
人、差不多先生，此大谬也。作为党员干部，
就要克服“躺平”心态、拒绝“佛系”思维、消
除“内卷”焦虑，面对工作中遇到的“瓶颈”
问题、“症结”问题，既不能当“怨妇”、也不
能当“秋菊”，既不能把说了当做了、也不能
把做了当做成了，要敢于“摸着石头过河”，
以大胆探索找寻“新路子”，以“功成不必在
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责任
担当，踔厉奋发、笃行不怠，在高质量发展
上勇攀高峰。

不能一说实干，就上笨办法、土办法，否
则，谈何与时俱进？谈何改革创新？“干”字
为先，要时刻保持“本领恐慌”的危机感和时
不我待的使命感，坚持向实践学、向基层学、
向群众学、向同事学，带着问题学、带着思考
学，从基层的生动创举中吸取经验，从广大
群众的丰富创造中汲取营养，要拉满弓、铆
足劲、当主力、争先锋，勇于挑最重的担子、
接最烫的“山芋”、啃最硬“骨头”，以学促干、
善于总结、勤于思考，化被动为主动，变困难
为方法，不断强化自身能力素质，锤炼实干
苦干的过硬本领。

粗枝大叶，大而化之，满足于不出事、
“过得去”，也是“不实”的表现。工作想出成
果，就必须往细里抓、往深里抓。要始终注
重抓细抓小，盯着问题钉钉子，从小处着手，
从细节抓起。对一些难度大、易反复的工
作，多杀几次“回马枪”，多来几次“回头看”，
对带有普遍性和倾向性的问题，要扭住不
放、一抓到底，把细心、细致、韧性、耐心贯穿
于作风锻造全过程，将厚积之能转化为喷薄
之势，在新时代接续奋斗的征程上绵绵发
力、久久为功。

欲当大事，须是笃实。把心思与精力花
在实功实效、爱民惠民上，以“昼无为，夜难
寐”的高度责任感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去，
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少搞形式上的东
西，多做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事，让群众生活
更有“甜头”，我们的事业定能无往而不胜。

力戒华而不实
◎李昱

国潮味十足的“科达眼镜”、怀旧腔调的
“老街李记百货”、古香古色的“金城小院”、
青春炫酷的“星野营地火锅”……近日，兰州
市对百家优秀门头牌匾设置商户和优秀组
织单位予以表彰，此举在网上引发热议，不
少人对这种做法表达了赞许。

沿街店铺的门头牌匾，不但具备告知本
店经营项目和内容的基本功能，而且还能够
体现一个店铺经营者的审美，对于店铺起到
装饰和美观的作用。所以店铺的门头牌匾，
又被称为“门脸儿”。而跳出一家店铺的范
畴，好的门头牌匾，可以和店铺所处的建筑
整体风格、所在街区乃至所在城市的整体风
格都能够融为一体、相得益彰，从而成为城
市的一道风景。

由此不难看出，一个好的店铺门头牌
匾，是既可以做到对店铺经营者有利，让店
铺的生意更加红火，同时也对提升城市形
象、展现地域文化、突出地方特色风貌大有
益处。然而，一段时间以来，不少地方在整
治沿街店铺的门头牌匾过程中，却陷入了一
个严重的误区，一些城市管理部门完全不考
虑商家的意见，也不考虑门头牌匾与当地建
筑风格、城市整体环境的关系，一刀切地要
求制作成一个模式，过度追求“千店一面”

“整街一面”甚至是“全城一面”，经常招来群
众的质疑和诟病。而一个小小的门头牌匾，
既关涉到一个地方的形象，同时也能够反映
出城市管理者的管理理念。仅仅为了所谓
的统一整齐，就一刀切地要求商家制作完全
一样的门头牌匾，不但是一种管理上的懒
政，同时也不符合当代人的审美理念，不利
于城市环境的改善和提升。

此次兰州市在评选中明确提出“参选门
头牌匾需符合主流审美标准，满足门头牌匾
功能的同时能在整体建筑和街道中起到美
化和点缀的作用”“原则上杜绝千篇一律，要
求既有自身特色又和建筑整体风格融为一
体，避免千店一面”等 6 项标准，就受到市民
的好评，许多商户也积极参与，值得我们借
鉴和推广。

城市管理部门对门头牌匾管理理念上
的“松绑”，是城市管理应有之义。让商家在
法律与道德范畴内、在满足地方管理要求
内，突出自己的个性，彰显自己的特色，形成
百花齐放、多姿多彩的门头牌匾文化，不仅
可以成为市民和游客的“打卡地”，也是城市
管理者对促进消费、繁荣经济的最好支持。

鼓 励 千 店 千 面
是城市管理应有之义

◎苑广阔

【出处】
（春秋战国）《论语·季氏》

【原典】
子曰：“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

探汤。吾见其人矣，吾闻其语矣。
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
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

【释义】
“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

意思是说，看到善的行为，就唯恐自
己达不到；看到不善的行为，就好像
把手伸到开水中一样赶快避开。
汤，古时指热水。孔子用“探汤”这
一生动形象的比喻，来说明一个人
看到不好的事情时所应采取的态
度。后世常用这句话来警示从政者
要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
怀敬畏之心。

此外，《韩诗外传》中有“高比
所以广德也，下比所以狭行也”，即
跟道德高尚的人相比，就有高的奋
斗目标，会使德行增进；跟落后的
人相比，标准要求降低了，会使德
行减退。《增广贤文》还有：“从善如
流，疾恶如仇。”它们都与孔子的

“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异曲
同工，也表明了古人在道德判断上
的一致性。

儒家要人向善和知耻，说的就
是做人应当是非清楚，爱憎分明，这
是一个人最起码的品德。见到好人
好事应当努力学习，想想自己哪方
面不及他人，日后努力赶上。遇见
坏人坏事时就应当赶快离开，这正
是向善和知耻的表现。

【启悟】
“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

“ 见 贤 思 齐 焉, 见 不 贤 而 内 自 省
也”……在《论语》中，常有让人向

“善者”“贤者”学习，远离“不善”与
“不贤”的劝诫。古人认为，趋善和
避恶是修身养德的重要方法，二者
往往相辅相成，求善就会避恶，避
恶亦能扬善。前者是应该追求的
道德境界，而后者则是应该守住的
道德底线。

在 趋 善 避 恶 、修 身 养 德 的 过
程 中 ，自 省 是 一 个 很 重 要 的 手
段 。 人 们 在 生 活 中 ，每 天 会 遇 到
形形色色的人、处理不同的事情，
也 会 遇 到 各 种 各 样 的 诱 惑 ，言 行
举止难免受到影响。如果分不清
善恶美丑，就很容易偏离正轨、误
入歧途；如果缺少对道德的坚守，
就 容 易 突 破 底 线 和 约 束 ，在 错 误
的 路 上 越 走 越 远 ；如 果 没 有 对 道
德 境 界 的 追 求 ，就 难 以 获 得 修 身
养德的长久动力。

孟子的母亲因为怕孟子受到邻
居的影响，连搬了三次家；杜甫写诗
自我夸耀“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
邻”，都说明了与谁为邻、与谁相近
的重要性。“见善如不及”，说的就是
要始终以先进为榜样、以楷模为标
杆，要坚持“吾日三省吾身”，对照榜
样、对照先进，查找自己的缺点，认
识 自 己 的 短 处 。 坚 持“ 时 时 勤 拂
拭”，勤扫心灵杂草，勤修道德境界，
以“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
然心向往之”的心态，见贤思齐、心
慕力追。

而“见不善如探汤”则要求我们
常怀敬畏之心，以反面典型为戒，自
筑“防火墙”、自套“紧箍咒”、自设

“高压线”，时刻保持警醒，善于自我
约束，不断增强抵御各种诱惑的警
觉性，始终视法纪为“雷池”，绝不逾
越，谨防“一失足成千古恨”。

（袁宝年）

见善如不及，
见不善如探汤

近日，媒体从第五届生态低碳农业研讨会上获悉，我国近年来全面实施秸秆综合利用行动，秸秆综合利用率
超过 88%。 新华社发 勾建山 作发展生态低碳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