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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时评
同护蓝天绿地碧水 共创卫生健康家园

既有制作木版年画、剪纸、葫芦烫画等非遗技艺体验
活动，也有舞龙舞狮、抖空竹、飞镲等动感十足的节目表
演，气氛欢腾喜庆。新春期间，走进有约350年历史的天
津宁河区芦台大集，非遗元素扑面而来。

“得有五六万人赶大集，别提多热闹了！”乡亲们回
忆，节前腊月初八的芦台大集上，很多人聚集在直径2.25
米的“宁河第一锅”周围，排队品尝香气扑鼻的腊八粥。

放眼神州大地，许多地方都有历史悠久的农村大
集。春节前后，这些大集更是人潮熙攘，地方特色美食
刺激味蕾，米面肉蛋蔬菜水果等农副产品琳琅满目，非
遗代表性项目展示等文化活动异彩纷呈。商户销售火
爆、收入增加，游客逛得开心、买得畅快。浓郁的烟火
气、乡土味、文化味，烘托出十足的年味，吸引八方来
客。随着“中国游”更加火热，一些外国游客也身入其
间，逛得尽兴。

电商发展方兴未艾，线上购物方便快捷，线下商超环
境宜人，为何还有那么多人乐意赶大集？

许多地方的大集代代相传，赶集成为人们的习惯。
农村大集除了满足生活需求，还承载着亲朋聚会、分享
快乐、提振精神等文化功能。它既是乡村的经济活动场
所，也是文化传承的平台。在这里，产自田间地头的丰
收成果，能工巧匠制作的实用器具，地方民俗和非遗代
表性项目等民间文化活动，集中呈现、缤纷多彩；来回涌
动的人流、此起彼伏的吆喝、熟人相遇的攀谈，让人们感
到生活的美好。

相比网络购物，农村大集充满热腾腾的烟火气。相
比城市商超，农村大集多了彰显地方特色的乡土味。大
集上货品多样、物美价廉、可触可见，能够抓住百姓的
心，给人以归属感和幸福感。

如今，许多大集在时代发展中守正创新，规划更合
理、功能更多样，人们徜徉其中，可以发现更多、感受更
多。芦台大集利用35亩商业地块，年货商品展销、互动
体验、特色小吃、当地特色商品及非遗展示等各有分区、
井井有条，多个具有本土文化内涵的网红点位吸引游客
拍照。辽宁沈阳浑南区的祝家大集，将粮仓遗址改造成
文化创意区和粮仓文化打卡区，80米巨幅乡村生活图景

和簸箕画作、农作物雕塑等乡村场景引人驻足。北京通州区的张家湾大集，引入本
区百年老店产品、农业农村局推荐的知名企业产品，还开展抽盲盒促销活动，增添
逛集乐趣。

同时，直播带货在许多大集中屡见不鲜。“网红达人”和商户线上、线下两头忙，
成为大集一景，也是新的“流量密码”。开辟新场景、运营精细化，增加体验感、提高
新鲜度，农村大集更加暖意融融、人气旺盛。

农村大集传承发展，变化的，是品类增多、项目翻新、规模扩大、业态提升；不变
的，是它始终彰显人们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看到农村大集蕴
含的商机、焕发的活力、承载的文化，许多地方将大集活动项目化运作，农文商旅有
机联动，打造“文旅+”品牌，为那些历史久、有特色、口碑好的农村大集赋能。

做好赓续传承，与时俱进创新，在活跃城乡消费市场、促进乡村全面振兴、传承
优秀传统文化等方面用力挖潜，农村大集定能发挥更大作用，成为一方水土亮眼的
文化名片、近悦远来的文旅新景。

钻牛棚，查用药，盯产量……初见23岁的
刘墨轩时，很难把眼前的“牛倌”与大学生相
联系。

辞了城里的工作，来到河北保定曲阳县
嘉禾镇大盖都村当兽医，刘墨轩并非一时冲
动。相反，他心里有笔清晰的账：收入有保
障，每月5000多元；职称有倾斜，评上助理兽
医师指日可待；工作很对口，大学学的是动物
药学专业；创业有支持，政府设有“新农人”基
金。种种利好，让人干劲满满。

利好来自改革。保定探索农业职业经理
人培育机制改革以来，针对人才下乡需求，面
向涉农专业高校毕业生，出台生活补助、职称
评定、创业支持等配套政策，已引来600余名
大学生。制度保障，让人信心坚定、冲劲十
足。

如何更好为乡村引才育才，是一个老问
题。大学生能下沉、愿进村，留得住、发展好，
需要各地因地制宜，找解法、巧搭台。

对供需精准把脉，才能找到人才与乡村
的契合点，让人才精准匹配乡村大舞台。乡
村引才不是盲目地引，必须立足实际、科学布
局。出台相关政策前，保定先摸底了乡村人

才现状，发现博士农场、农业科技特派员已有
不少，但还缺少年轻力量；又调研了乡村发展
情况，明确了农业企业是推动农业现代化的
重要力量，数量多且人才需求紧迫。因此，当
地确定引才方向为涉农专业高校毕业生，既
为乡村蓄力，又为企业输血。看准问题，明晰
导向，引才就更有针对性。

给展示的舞台，更要搭成长的平台，提升
资源要素的配置效率。在乡村，一些农业科
技特派员的水平高，却精力有限；一些大学生
农业职业经理人虽全职在岗，却经验不足。
怎样取长补短？曲阳县探索建立“专家小
院”。以建在君旭牧场的小院为例，专家团队
提出科研方案，刘墨轩跟踪数据、做好分析，
双方通力合作，找到了“最优解”。这个过程
中，小刘于实战中锤炼技术、增长才干，为更
好发挥所长打下基础。可见，“专家小院”犹
如人才协作的“连通器”，也像用才育才的“孵
化器”。成长靠啥？合作的好平台，协同的好
机制。在引才过程中，增强育才功能，就能更
好实现助推发展与助人成长的双赢。

留住人才，更要当好强大的“后台”。不
可否认，多数乡村的生产生活条件不如城

市。唯有在人才政策上强配套、抓落实，切实
解决人才的后顾之忧，才能为乡村全面振兴
提供人才支撑。毕业于河北农业大学的张博
奕，是保定首批大学生农业职业经理人之
一。一年多来，他将部分中药材品种的脱毒
苗成活率提高了25%以上，还在政策支持下，
利用温室大棚的空闲时段进行果蔬种植，带
动农户增收。这样的双向奔赴，动力强、可持
续。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是一篇大文章。从构
建乡村产业体系，到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从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
到完善农村生活设施……一切都没有现成
的、可照抄照搬的经验，必须因地制宜找准方
法路径。千方百计用好人才资源，确保目标
不变、靶心不散，多点发力、同向用力，才能把
乡村建设成为安居乐业的家园。

不久前，习近平总书记对做好“三农”工
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真抓实干、久久为
功”。聚拢人才力量，让人才和乡村共同加速
成长，广袤农村大地一定会涌动新的活力。

让
农
村
大
集
成
文
旅
新
景

武
卫
政

乡村聚才要巧搭台
邵玉姿

新春消费，中意啥？不少人选择“运动年
货”，购入新款健身器材。聚焦这类产品，在

“首发”上发力，小县域如何激发大效益？记
者近期深入山东宁津县探访。

在宁津县经济开发区，山东美能达健身
器材有限公司厂房内外忙碌有序。车间内，
300多台机器人来回挥舞“手臂”，焊接部件；
仓库外，一辆辆叉车搬运货箱，等待出口的健
身器材排起长龙。订单旺、生产忙，得益于美
能达不久前召开新品发布会：推出 89 件新
品，吸引国内外 200 名客商，签约订单 1500
余万元。

小县域孕育大产业，首发经济是突破
口。2024年，宁津举办两场大规模健身器材
新品发布会，相关企业举办50多场新品发布
会。各家企业都在“上新”，产业群持续“出
新”，成功吸引采购商的注意力，带动健身器
材产业年收入超139亿元，助推宁津发展成
为全国最大的商用健身器材生产基地。

首发经济的“首发”，字面看是“率先发
布”，本质却是“率先满足”。美能达加强技术
攻关，耗时两年，自主研发一款新型模拟冲浪

机。产品价格没涨，但功能更丰富、安全系数
更高，有意采购的客商也多了。科技研发高
出一筹、对接需求先人一步，让新产品富有竞
争力，也助力提升首发经济的含金量。

“首发”并不一定就能吸引客户。放大
“首发效应”，离不开政府搭台牵线。搭台，为
产品首发解决“去哪推介”问题。2024 年，
CHINAFIT 健身大会落地宁津。为办好展
会，当地政府摸排本地企业情况，一对一邀请
客商，由此121家企业发布近300款新产品，
交易额超 4.1 亿元。牵线，为首发产品解决

“如何出海”问题。2024年11月，宁津为相关
企业争取到第十七届中国—拉美企业家高峰
会参展资格，企业与一家墨西哥企业签署
1800 万美元订单，其中首发产品占比超四
成。内设舞台，外拓渠道，政府积极作为，企
业争气有为，就能携手夯实首发经济的基础，
扩大市场竞争的优势。

看中首发效益，就要重视企业的知识产
权权益。一些新产品发布后，很容易被模仿、
被侵权。如何保护创新积极性？怎样让企业
心无旁骛地干事？要靠机制保驾、服务护

航。2024年底，布莱特威健身器材有限公司
推出一款无阻力单车，其外观设计专利从申
请到确权，不到1周时间。何以高效？源于
当地从制度建设破题，成立宁津（健身器材和
家具）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目前，中心预
审加快外观设计专利申请224件，授权周期
缩短为5天。做好包括知识产权保护在内的
各项工作，让企业专心抓创新、搞经营，才能
不断释放产业活力、蓄积发展动能。

首发不是单发，而是动态的、持续的。首
发经济的活跃度，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创新能
力、商业活力和市场潜力。这就意味着，不仅
要召开新品发布会、参加商品展会，更应借首
发聚资源，引入新投资、新合作，为产业向新
发展、区域能级提升添火加柴。

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积极发
展首发经济”。面向市场需求，善作善为、汇
聚合力，打造独特的首发经济资源，定能以新
产品带动新需求，有力促进消费，打开经济增
长新空间。

多层次放大“首发”效益
王 者

年轻人不爱过年了？刚刚过去的
这个“非遗版”春节，给出了不一样的答
案。

和朋友网上拜年，我发的是延时摄
影烟花“大片”，配上定制的拜年表情
包；得到的“回礼”则是朋友家孩子抱着
猫的拜年视频，背后的猫窝贴着迷你版
春联，内容是人工智能生成的、字是亲
手写的。

春节是传承千百年的传统佳节，每
个时代又都有每个时代的生活。把传
统节日的仪式感与丰富的时代生活融
合起来，年轻人正在过一种又“老”又

“新”的年。
比如，过年的重头戏，是那一桌年

夜饭。仪式是“老”的，团圆的意蕴是不
变的。但年轻人“过”出了新花样：一位
网友分享，以往的这顿饭，是姥姥操持，
今年则在她的倡议下，全家一人做一道
菜。

形式一变，新的意义就诞生了。一
家人齐心协力，张罗一桌好饭，其乐融
融的氛围更浓了；人人忙活起来，过年
的热乎劲有了，大家的成就感更强了；
尤其是老人不再那么辛苦，“孝亲”这个
沉甸甸的话题，也在这桌年夜饭中得以
实现。

有人说，年味是操持出来的，年味
淡了，是因为操持的人少了。从这个角
度来说，年轻人的文化基因已经觉醒
了，他们正从“体验者”变成“主理人”。

主导“分段式过年”，既回家团聚又
携亲友出游，重构团圆叙事；掏出运动
相机，以视频形式记录下一家人过年的
场景，重新定义“全家福”；把年轻人玩
的桌游引入家庭聚会，带领全家来一次

“团建”……既体认传统，又创新方法，
让年味更醇厚、更新鲜。

事实上，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春

节，历经千百年传承，正如一条澎湃的
河流。其团圆、迎新与祈福的文化内
涵，如同静水流深；而不同时代、不同地
域的人们，则不断用自己的方式，让过
年变得千姿百态，恰似浪花飞溅。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活态遗
产，它不是静态的文化符号，而是嵌入
生活、扎根民间的文化实践。因此，保
护好春节这项非遗，最好的方式，就是
活态传承，让其融入日常生活，形成自
我造血机制，在文化生态体系中健康地
生长。

如今，年轻人用自己的方式“爆改”
新年，给它披上了“赛博”外衣，这不仅
不会背离传统，反而会让千年文脉“热
血重燃”。

这个春节，一个从中国神话谱系中
脱胎而来的“三岁小儿”，成为超燃爆
款。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高开高走，
不断刷新影史纪录。创作者和观影者
一起完成了一次对经典的重新创造，既
见文化传承，又见时代精神，还见个人
际遇。在这场视觉盛宴中，人们获得了
审美享受，得到了情感抚慰，也完成了
一次文化认同。

从《哪吒之魔童降世》到《黑神话：
悟空》横空出世，从“诗词热”勃兴到“文
博热”升温，人们看到越来越多“古老
的”正在成为“新生的”。人们在一个个
充满时代气息的文化创造和文化场景
中，与民族精神密码不期而遇；在体认
文化主体性中，不断增强做中国人的骨
气和底气。

“新年长精神！”每逢过年，不少老
一辈会向年轻人表达这样的祝福。年
复一年，生生不息。在时代的舞台上，
年轻人是奋斗者也是书写者，用属于自
己的语法，书写着未完待续的“中国式
浪漫”。

春晚小品《花架子》里，有这样一个情节：
镇长看到沿街商户玻璃脏了，提醒“玻璃该擦
擦了”，被传达为“一周一擦”，最后演变为“一
天一擦”。“建议”变成“要求”，层层加码执行，
小品把形式主义如何加重基层负担，表现得
直观而深刻。

节后首个工作日，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
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召开，释放
出整治形式主义、持续为基层减负的鲜明信
号，传递着重实干、做实功、求实效的鲜明导
向。

中国式现代化这场接力跑，必须一棒接
一棒、一步接一步。今年，“十四五”规划要收
官，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继续推进，经济社

会发展各项目标任务繁重，无论是深化改革，
还是推动发展，关键在干。

干事创业，关键在人；抓好落实，重在基
层。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如果冗余的
文书工作、繁琐的考核指标、低效的督导检
查，挤占了基层干部的大量时间和精力，就必
然会影响服务群众和基层治理各项具体工作
的落实。同时，加班加点做无用功，不仅于事
无补，还会挫伤基层干部的精气神、积极性。

当前，形式主义仍一定程度、一定范围存
在，新问题、新表现还在出现。面对顽瘴痼
疾，整治工作必须得其法，才能收其效。

“多头报”“重复报”是基层工作者普遍的
困扰。重庆永川区启动“一表通”智能报表改

革，推动表格“瘦身”、数据共享，中
山路街道月均处理报表数由110多
张减至15张，需要承担报表工作的
干部由约80人减至8人。

整治违规借调，规范过度留痕，
减轻“初稿压力”……减负，就是把
那些占用时间同时毫无意义或不
该基层承担的事项减掉。找准了
痛点、难点、堵点，才能避免成为走
过场或者增加新负担；不必要的负
担，往往根子在上面，多从源头和
上级找问题，多在制度机制上下功
夫，才能抓常抓长，避免雨过地皮
湿。

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为基层
减负，目的是提升工作实效，必须
同步“增能”。

前些年，政务新媒体一度“村村
点火，户户冒烟”，不仅增加干部

“指尖上的负担”，百姓也难得实
惠。针对问题，不少地方一方面停
止没有实际效用的账号，一方面做
优做强主账号，强化联系、服务、凝
聚群众功能。近几年一些地方涌
现了不少老百姓认可的政务平台，
比如办事就上“浙里办”成为当地
群众下意识的反应，“游云南”让数
亿人次游客“一机在手，全程无
忧”。

事实证明，减负不仅不会减责，还会促进
干部更好担负起应尽之责。因此，评价减负
成效，也要在实践中看效果，既看无谓负担是
不是真轻了，更看工作实绩是不是提升了。

会少了，往田间地头跑得多了，一名村干
部在谈到减负效果时，说现在忙得充实、忙得
踏实。减负，减的是无谓负担，去的是思想包
袱；增的是真抓实干的时间，添的是敢想能干
的劲头。

一年春作首，万事行为先。以减促干，把
干事的热情、潜力、活力激发出来，把各方面
的拼劲、干劲、闯劲带起来，就一定能干出好
成绩。

减负松绑跑起来
何 娟

短短20天，全国手机等数码产品购
新补贴申请人数突破2000万。这一数
据，启人思考。

印证市场体量，也折射政策能量。
从汽车和家电行业的以旧换新，到数码
产品购新，“两新”政策释放更强正效
应。存量政策有力实施，增量政策加快
推出，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双向奔
赴”，碰撞出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超燃
火花。

展现购买能力，也凸显消费潜力。
数码产品掀起换新热潮，是对高品质生
活的追求，也是对高质量供给的回馈；
是建设统一大市场的硕果，也是践行新

发展理念的效能。持续提振消费、扩大
内需，经济向好的主引擎就会更加澎湃
强劲。

“尔滨”遇上亚冬会，体育消费“热
辣滚烫”；“哪吒”刷新票房纪录，电影消
费欣欣向荣，假日经济蒸蒸日上……从
新春之际不断涌现的新产业、新业态、
新模式中，我们看到新消费的春意盎
然，看到新动能的春潮澎湃，看到一个
活力中国的无限春光。

创新消费场景，培育消费亮点，优
化消费环境，中国经济动力澎湃、潜力
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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