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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疆观察

共有精神家园

让更多老年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安享幸福美满生活，不仅是“小家”
的愿景，更是“大家”的目标。在方法上多创新，在制度上强保障，以小切口
体现老年人的所需、所急、所盼，打通养老服务“最后一公里”，养老服务才
能更有温度和质量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养老服务成为国
家和社会关注的焦点。今年自治区两会期间，
加强养老服务、改善老年人生活质量、发展银发
经济等话题备受关注，“养老”一词被频频提及、
热度不减。

养老是家事，也是国事。让更多老年人共
享改革发展成果、安享幸福美满生活，不仅是

“小家”的愿景，更是“大家”的目标。党的二十
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国家战略，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优化孤寡
老人服务，推动实现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
服务。近年来，内蒙古持续聚焦老年群体服务
需求，用心用情用力提升养老服务水平，基本养
老服务体系建设加快推进，农村牧区养老服务
网络加快完善，城市“一刻钟”居家社区养老服
务圈功能拓展延伸，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同
发展打开新局面。

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发展的趋势，也是今后

较长一段时期我国的基本国情。老龄化程度的
快速加深，更加凸显养老服务需求的旺盛。数
据显示，到目前，我区 60 岁以上老年人 546 万、
占常住人口的 22.8%。“十四五”期间，全区人口
老龄化、高龄化趋势将进一步加剧，养老形势较
为严峻。我们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快谋
划发展养老服务业，更加注重运用市场机制激
发社会资本参与养老服务的活力，更好满足多
样化的养老需求。

如何走好养老服务升级路？我区不少地方
正在加快探索，多方面发力“破题”。呼和浩特市
通过居家上门服务、适老化改造项目、“一刻钟”

养老服务圈、开设老年大学等举措，使老年人的日
间照料、基本医疗、文化娱乐、精神慰藉等需求得
到满足；鄂尔多斯市积极探索推进“医养结合”养
老模式，整合养老和医疗两方面资源，打造集养老
护理、医疗康复于一体的医养综合体，满足老人养
老和医疗护理双重需求；兴安盟大力推进“养共
体”建设，形成“旗、乡、村”农村养老服务三级网络
构架不断健全、部门协同配合、社会爱心人士积极
参与的“大养老”格局……在方法上多创新，在制
度上强保障，以小切口体现老年人的所需、所急、
所盼，打通养老服务“最后一公里”，养老服务才能
更有温度和质量。

“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美好的愿
景不仅仅是在歌词之中，还应是现实层面的不断
开拓。前不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发展银
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提出 4 个方面
26项举措。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提出，“银发经
济”发展空间巨大，要想办法、下功夫激活这片蓝
海，发展医、养、康、护、教、娱、安七位一体养老模
式，推动养老服务从“有”向“多”、从“多”向“优”
升级。我们要把握时代脉搏，抓住“银发经济”发
展的契机，努力为老年人提供更精准的服务、创
造更美好的生活，让他们在白发苍苍的岁月里依
然感到幸福与满足。

尊老、养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当
个人、家庭、社会、政府、市场等方方面面共同行
动、携手努力，让深怀敬老之心、倾注爱老之情、
笃行为老之事成为行动自觉，让时代发展的红
利真正惠及老年群体，一个值得期待的老年友
好型社会必将渐行渐近。

从“有”到“优”走好养老服务升级路
◎籍海洋

春节期间，多地热闹有趣
的“村晚”给当地村民带去欢声
笑语，也成为乡村浓厚年味的
生动注脚。

“村晚”，顾名思义是“乡村
春晚”的简称，是春节期间农牧
民群众自编、自导、自演的乡村
文艺晚会。发源于群众文化活动的“村晚”，
不仅是中国人乡村情怀的展示，也是新时代
乡村文化发展的新风尚。过去，“村晚”一年
办一次。近年来，文旅部连续组织全国“村
晚”示范展示活动，引导“村晚”由春节期间集
中开展向节假日常态化转变，推动“村晚”四
季绽放、遍地开花。如今，“村晚”的存在感越
来越强 、受欢迎度越来越高，由“年年演”向

“季季演”延伸，由“舞台演”向“云上演”升级，
由“现场看”向“网络看”扩展。

村民们自编自导自演的“村晚”，虽然节
目土得掉渣，有的甚至有点俗气，没有奢华的
舞台和背景，没有立体炫目的灯光，更没有偶
像明星，没有豪华的服装，但其突出自娱自
乐、乡村特色、传统文化等特点，展现乡景、凝

聚乡情、富有乡韵。有的节目甚至是村里百
姓生活中发生的真实故事，有村民熟悉的人
和熟悉的方言 、段子，接地气 、冒热气 、聚人
气，让村民在欢声笑语中收获感悟 、深受启
迪。带着浓厚乡土气息的“村晚”，留住了浓
浓的乡愁，也传递出乡村振兴下日益增强的
文化自信。

当下，村民生活水平提高了，各种娱乐活
动变多了，但接地气的文艺作品还远不能满
足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特别是每到春节，
常有村民无聊于吃“流水席”、刷短视频、打网
络游戏等，觉得年过得越来越没意思、越来越
缺少年味儿。别开生面的“村晚”，恰好走进
人们内心，打发无聊、填补空虚。这些年，“村
晚”已逐渐从区域的“小欢喜”发展成遍及全

国的“大联欢”，从乡村小舞台走
向社会大舞台。

与 一 般 文 艺 演 出 不 同 ，“ 村
晚”从组织、策划到排演、搭台，
村民是绝对的主角。大家聚在
一起，有的提供物资，有的协调
场地，有的参与演出，有的保障

后勤，既亲身参与又亲自鉴赏。“村晚”贴近生
活、贴近现实，演出的内容也高度本土化，用
反映群众身边人、身边事、身边情的节目，演
绎出十足的年味、乡土味、文化味，逐渐成为
展示乡村文化和发展的一个重要窗口。

上了舞台能演戏，脱了戏服能种地。热
闹火爆的“村晚”，既满足了群众多样化的文
化需求，也在潜移默化中树文明倡新风，使乡
村风貌焕然一新。同时，在共同参与筹办“村
晚”的过程中，还增强了村民之间、村民与村
干部间的沟通和交流，促进了乡村的和谐稳
定。可以说，“村晚”早已超越文艺晚会单纯
的娱乐功能，而成为可以凝聚村民情感、促进
乡风文明、推动乡村和谐的纽带，成为传递乡
音、乡土、乡情的桥梁。

【来论】

火热“村晚”传递乡土乡音乡情
◎胡建兵

【出处】

（东汉）荀悦《申鉴·俗嫌》

【原典】

在上者不受虚言，不听浮术，
不采华名，不兴伪事。言必有用，
术必有典，名必有实，事必有功。

【释义】

《申鉴》是东汉末年思想家荀悦的政
治、哲学论著。《后汉书》本传说，荀悦志
在匡辅汉献帝，因曹操揽政，“谋无所用，
乃作《申鉴》”。意在重申历史经验教训，
以供皇帝借鉴。全书包括《政体》《时事》
《俗嫌》《杂言上》《杂言下》五篇。其中
《俗嫌》主要批评世俗盛行的卜筮、禁忌、
祈请、神仙方术、谶纬等迷信。

“不受虚言，不听浮术，不采华名，
不兴伪事”是对“在上者”即统治者的劝
告。意思是，不接受虚妄的言论，不信
从虚浮的技艺，不采用华而不实的名
称，不兴作伪诈的事业。作者以简洁
明确的语言，将四个否定副词和动词
联合使用，组成了整齐的排比句式，说
明统治者应采取的正确立场，态度坚
定，毫不含糊。荀悦进而提出人君治
理国家应当“言必有用，术必有典，名
必有实，事必有功”，认为说话必须产
生实际效果，方法必须有标准和法则，
名声必须与事实相符，做事必须有结果
来证实。以此杜绝“虚言”“浮术”“华
名”和“伪事”。

【启悟】

为政之道，贵在实干。古往今来，
凡事兴于实，败于虚。春秋赵括“纸上
谈兵”，两晋学士“虚谈废务”，留下了深
沉的历史之思。可以说，古往今来，夸
夸其谈、好大喜功的人和事，历来为众
人所不齿。

然而在实际工作中，有个别干部
“光说不干假把式”，口号喊得震天响，
实际工作却原地踏步；迷信“干得好不
如说得好”，沉溺于追名逐利，醉心于沽
名钓誉。凡此种种，都反映出不端正的
干事态度，不仅浪费了人力、物力，还败
坏了风气，长此以往，只会招致不满、失
去民心。

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司马迁
在《史记·李将军列传》中称赞“飞将军”
李广“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一个真诚
老实、恪守本分的干部，必然以求真务
实为荣、以弄虚作假为耻。焦裕禄、谷
文昌、孔繁森、杨善洲……那些被群众
铭记于心、时常怀念的好干部，正是靠
踏 踏 实 实 的 业 绩 赢 得 了 群 众 的 好 口
碑。专心于干事创业的党员干部，不必
想方设法突显自己的功绩，苦心孤诣夸
耀自己的努力，只要真心实意为群众办
实事，为百姓谋福利，自然会在群众心
里和历史深处留下印记。

《论语》中说，“君子耻其言而过其
行”。伟大的事业不是写出来的，也不
是喊出来的，而是广大干部群众同甘共
苦、风雨兼程拼搏出来、奋斗出来的。
如果只会纸上谈兵而不能知行合一，热
衷虚谈废务而不求真务实，追求表面文
章而不脚踏实地，结果只能是让美好愿
景落空。

作为党员干部，当时刻牢记共产党
人的初心和使命，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卸下虚名的包袱，甩开
膀子、脚踏实地，围绕人民群众最关心、
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多出新招、
实招、硬招，从实处着眼、靠实绩说话，
用知重负重、攻坚克难的实际行动，服
务于民、取信于民。 （袁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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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言】

不受虚言，不听浮术
不采华名，不兴伪事

春节前后，在繁忙的市场，
老字号品牌以其深厚的历史底
蕴和独特的品质，成为消费者
采购的首选。这些历经风雨、
屹立不倒的老字号，不仅代表
着过硬的品质，更承载着一份
对传统文化的情感与记忆。

每一家老字号都有自己的“长寿”秘诀。
以布鞋闻名的内联升、有百年历史的瑞蚨祥
以及以中医药闻名的同仁堂，这些老字号品
牌凭借着精湛的手工艺、独特的配方和优质
的服务，赢得了消费者的信赖。在这个过程
中，他们不断探索、创新，使得自己的产品在
品质和特色上始终保持领先地位。内联升的
布鞋制作技艺、瑞蚨祥的丝绸制作工艺以及
同仁堂的药材挑选与炮制技艺，都是经过数
代人的努力，不断精益求精的结果。这种对
品质的坚守和对传统的尊重，正是老字号的
魅力所在。

创 新 求 变 是 老 字 号 拥 抱 市 场 的 共 同 宝
典。面对现代商业环境的挑战，老字号不能
仅仅依靠过去的辉煌。在消费需求日益多样
化、市场环境日益复杂的今天，老字号必须寻
求破局之道。这就需要深入了解消费者的需

求，把握市场的变化趋势，不断推陈出新。内
联升通过跨界联名、拥抱流量，将目标消费群
体从“银发族”转向年轻人；同仁堂则通过打
造线下新零售模式门店，为消费者提供更加
丰富的购物体验；瑞蚨祥则坚守高端定制市
场，并在传统产品的基础上进行创新。这些
老字号成功焕新的经验表明，只有不断创新
求变，才能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在寻求破局创新的同时，老字号必须坚守
自己的传统和品质。正是独特的传统和品质，
让老字号在市场上独树一帜。无论在产品制
作上还是在服务体验上，老字号都应保持对卓
越品质始终如一的追求和对消费者一如既往
的尊重。只有这样，才能赢得市场和消费者的
持续信任和青睐。同仁堂在推出新零售门店
的同时，始终坚持传统的药材挑选与炮制技
艺；内联升在寻求年轻化市场的过程中，从未

放松对手工制鞋技艺的传承和提
升；瑞蚨祥在高端定制业务上更
是精益求精，力求将每一件产品
做到极致。这些实践表明，只有
坚守传统和品质，“老字号”才能
长盛不衰，历久弥新。

当然，老字号也需要根据市
场的变化和消费者的需求，调整自己的经营
策略和发展方向。在这个过程中，每一家老
字号都应该根据自己的特点和优势，寻求适
合自己的发展路径。例如，有些老字号可以
通过拓展产品线、开发新品种等方式来拓展
市场份额；有些老字号则可以通过提升服务
品 质 、打 造 品 牌 形 象 等 方 式 来 提 升 品 牌 价
值。总之，只有把眼光放长远，在坚守传统和
品质的同时，因地制宜、因材施策寻求各自的
向新之术，才能让老字号不断焕发新生机。

不管未来的产品形态如何变化，坚持传
承不守旧、创新不忘本的原则，寻求适合自己
的发展路径，是更多老字号企业可持续发展
的必由之路。让这些历经风雨、屹立不倒的
老字号继续在市场上发光发热，不仅是对消
费者的一份承诺，也是对传统文化的一份传
承和发扬。

【洞见】

让 老 字 号 不 断 焕 发 新 生 机
◎关育兵

■画里有话

诽谤木，又称“华表”，尧初设立诽谤木，是让
人们把意见写在上面，或者敲击出声，提醒他出
宫当面听取意见，以便改进政务。《吕氏春秋·不
苟论》记载，“舜有诽谤之木”，说的就是古之圣贤
明君舜，为了听取百姓的声音，改正自己的过错，
治理好国家，便在交通要道竖立“诽谤木”，让天
下百姓书写谏言。

古人尚能竖“诽谤木”听取批评意见，共产党
人的胸怀更宽广，勇于接受群众批评，一直是我
们党的优良传统。只有积极开门纳谏，充分倾听
百姓心声、主动接受群众批评，才会消除干群间
的隔阂，赢得群众信任，取得工作主动权。毛泽
东曾把批评与自我批评比作“扫灰尘”“照镜子”

“洗脸”。他说，房子不打扫就会积满灰尘，人不
照镜子、不洗脸就会肮脏丑陋。

害怕批评是怯懦，不让批评是幼稚，经得住
批评才是党员干部所必备的党性修养。现实中，
少数干部听不得群众批评，有的虽然口头上说

“欢迎大家批评”，但真正对他提点意见，却又坐
不住了，或百般解释，或还以脸色。俗话说，遮丑
丑更丑，护短短更短。人无完人，面对缺点与不
足，要用好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武器，主动检视
自我，打扫身上的政治灰尘，增强政治免疫力。
藏着掖着，文过饰非，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还会让
自己陷入被动，造成不良影响。

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群众的
批评，往往是惊醒“梦中人”、唤醒“迷途客”的法
宝。“和风细雨”不一定管用，“疾风骤雨”最为解
渴。愈是带着辣味的批评，愈能发挥“出出汗、红
红脸、排排毒”的功效。正因此，对待批评意见，
要有如获至宝的态度、虚怀若谷的胸襟和闻过则
喜的雅量，坚持诚字至上、虚字为要，认真倾听逆
耳诤言，推心置腹交换意见，切实做到“有则改
之，无则加勉”，坚决不对提意见的同志“穿小鞋”

“唱黑脸”“泄私愤”。
对党内的一些突出问题，人民群众往往看得很

清楚，也最有发言权。广大党员干部要有正视问题
的自觉、刀刃向内的勇气，敢于面对群众的批评、勇
于接受群众的批评、真心吸纳群众的批评，敞开大
门接受人民群众的批评和监督。要知道，自我革命
是刮骨疗毒、是烈火淬炼，唯有以更严格的标准不
断检视、剖析、反思，才能不断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
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厚植党的执政根基。

陈毅曾有诗云：“一喜得帮助，周围是友情，难
得是诤友，当面敢批评。”这既是对批评的肯定与
赞扬，也是对党员干部的勉诫和期望。广大党员
干部要学之鉴之，带头直面问题、揭短亮丑、红脸
出汗，在批评和自我批评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达到“排毒”“治病”的效果。

由“诽谤木”说开去
◎向岳

【辣语】

新春伊始，新建重大项目火热开工，抢抓
“开门红”；人勤春早，春耕备耕由南向北次第
展开，“希望的田野”春潮涌动；窗口单位，热
情、便捷、高效，努力提供优质服务……春节
假期后的首个工作日，人们满载着节日的祝
福和积蓄的力量，以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开
启了新的奋斗。

——据《人民日报》
锐评：向着春天进发，朝着梦想奔跑，我

们必将书写新的更优异的答卷，创造更美好
的明天。

春节期间，健康食品、医疗保健等领域
消费增长强劲，“健康”成为节日馈赠的新潮
流。一份关于2024新年送礼趋势的调查显
示，被调查消费者在购置新年礼物时，87%
会关注产品是否具有健康属性，位列关注点
第一名。

——据《经济日报》
锐评：平安健康是最珍贵的礼物，节日

馈赠新潮流蕴藏健康产业大商机。随着人
们健康意识持续提升，越来越多的专业类健
康消费必将风起云涌，推动市场发展。

颈椎、腰椎疾病年轻化，让理疗、推拿在
年轻人间日益盛行；长期熬夜后，一些年轻
人受自我补偿安慰心理影响选择吃保健品，
买各种泡脚包、热敷贴等；在社交媒体平台，
艾灸、刮痧、茶饮内调等“种草”短视频动辄
点赞、收藏量过万……现在不少“脆皮年轻
人”开始迷恋养生，各种花样一应俱全，有人
月均账单甚至超千元，养生投入成生活必不
可少的一项大额开支。

——据《工人日报》
锐评：与其热衷于花式养生，注重生活

规律、保持合理均衡膳食，才是年轻人养生
的正确“打开方式”。

据猫眼专业版数据，2024春节档总票
房破80亿，总人次1.62亿，总场次383.6万，
全面刷新中国影史春节档纪录。然而，几家
欢乐几家愁，今年春节档冷热不均，出现了
罕见的“撤档潮”，8部影片半数撤档，被网
友戏称为“撤档元年”。

——据《北京青年报》
锐评：撤档是无奈之举，提质是治本之

策。只有努力提升影视作品质量，具备更强
的竞争力和更精准的定位，才能获得观众认
可，在下一个贺岁档中胜出。

卖爆了！汉服马面裙成“龙年拜年战
袍”，销售额超 3亿元依然供不应求。因兼
具古典和现代的简约美，也能匹配当代年轻
人的大众穿着需求，让马面裙成了今年中国
风穿搭时尚的爆款。曹县汉服马面裙商家
称，线下销售额翻了几十倍，线上单个直播
账号日均20万。

——据央视财经
锐评：汉服马面裙成今年中国风穿搭时尚

启示我们，只要解锁更多鲜活的打开方式，就能
让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在融合中迸发新魅力。

2024 春节期间，全国国内旅游出游 4.74 亿人次，同比增长 34.3%，按可比口径较 2019 年同期增长
19.0%；国内游客出游总花费 6326.87亿元，同比增长 47.3%，按可比口径较 2019年增长 7.7%。

新华社发 徐骏 作
出游人次创新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