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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化人，先要亲民
□ 武卫政 电子卖场内，学生兴致盎

然地挑选心仪的电子产品；各
大景区，手握准考证的学生排
队 等 待 身 份 核 验 ；驾 校 报 名
处，学生们排起长队……高考
落幕，“考后经济”成为暑期消
费热点。从考场里走出来的
学子，趁着高考后这段时间，
走入社会、放松身心、学习技
能。

高考前，学生们的时间几
乎都花在课本上、校园里。考
试后，有了更多空闲时光，许
多人开始学着做规划，自己设
计旅程、安排学车时间……平
衡休闲与充电的丰富活动，让
他们在人生的一场大考后，可
以做一次深呼吸。

这场由闲暇时光带来的
社会实践课堂，意义远超于消
费、娱乐、休闲本身。完全自
理，是年轻人学着担责任的第
一步。凭准考证享受的景区
免票、特惠机票与餐饮折扣，
就像社会递来的“入场券”。
借此机会，学生们与社会有了
更深入全面的接触，往日因课
业紧张而没空了解的事情，这
个时候可以去慢慢感悟。

把考后消费当成步入社
会的预习课，而不是某种“奖
励”，或许更有意义。自己做
消 费 选 择 ，如 同 驾 驭 欲 望 之

车，光知道踩油门可不行，还
得学会啥时候踩刹车。若是
只顾着享受“买买买”的痛快，
却不想想钱从哪里来、怎么花
才合理，便错失了学会自我管
理的上佳机会。

“考后经济”带来的教育
意义，是孩子们开始意识到自
己的社会身份。高考前，“学
生”是他们的主要身份标签；
而今，他们开始被社会识别为
独立的消费者。准考证在特
定 的 消 费 场 景 中 化 为“ 通 行
证”，让他们体验自己的社会
角 色 。 怎 么 消 费“ 自 己 说 了
算”所带来身份意识的变化，
也是一场深刻的成人礼。

在这个意义上，“考后经
济”引发的消费热，真正的价
值在于创造合适的场景，引导
学生树立正确的消费观、价值
观。借此契机，社会与家庭不
妨把“消费教育”作为成人礼
的重要一课。喧嚣退去，真正
的成长印记，或许是年轻学生
开始萌生的理财意识，或在旅
途 中 突 然 明 晰 的 专 业 方 向 。
考后消费不只在于购买了什
么产品和服务，更重要的是去
探索自我、认识世界，并试着
扛起一点责任。这才是“考后
经济”带给学生们最珍贵的成
长礼物。

炎炎夏日，防晒衣又成了服装热
销款。在购物平台搜索“防晒衣”，
修身版型、宽松剪裁任君挑选，面罩
帽子一体式、超长及踝斗篷式等应有
尽有，还有紫外线防护系数等为选购
提供重要参考。如果将时光回拨 20
年，人们对防晒衣还鲜有耳闻。服装
不断“上新”，折射出潮流的更替与
变迁，从中可以聆听到时代的律动。

服装关乎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
是生活图景、生活理念的具体表现。
我国每年可生产超过 700 亿件衣服，
可以为世界上每个人提供 8 件衣服
有余。服装之“多”为潮流之“新”提
供了沃土，勾勒出美好生活的时代剪
影。

生活越过越好，服装不断焕新。
舒适耐用的骑行服、防水保暖的登山
服、功能多样的露营服成为一些人的

“心头好”，映照着户外运动的蓬勃
兴起；防晒衣、瑜伽服、专业运动服
饰的选择愈发丰富，折射出健康理念
的深入人心……一件件衣服仿佛是

时间轴的具象化，记录着消费风潮的
细微改变，串联起社会生活的前进步
伐。

从古至今，在御寒、蔽体的实用
功能之外，服装的针脚间，也缝缀着
人们对美的表达。从汉乐府诗描写

“长裾连理带，广袖合欢襦”，到唐诗
称赞“荷叶罗裙一色裁”，再到宋词
歌咏“揉蓝衫子杏黄裙”，文人墨客
笔下的飘飘衣袂，恰似穿越时空的美
学信笺，诉说着中国人对衣冠之美的
欣赏。

如今，衣服品类、款式、搭配推陈
出新，变的是审美取向，不变的是人
们对于美的渴望与追求。以穿搭潮
流为例：“可露丽风”以棕色打底，搭
配低饱和的粉、蓝、绿等色彩，打造
清爽氛围感；“多巴胺风”以多种高
饱和色彩碰撞出满满活力；“美拉德
色系”则以焦糖般的色彩营造出温
暖、醇厚的感觉……还有“森系”“丁
达尔色系”等等，不一而足。以服饰
装点外在、扮靓生活，用穿搭彰显个

性、表达自我，街头巷尾绽放的多元
风采，体现的是一个时代蓬勃向上的
生命力。

“国潮风”在服装领域的流行，更
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弘扬、国家
文化软实力不断提升的生动注脚。
一项面向青年的调查显示，54.4％的
受访青年会把国潮服饰当作日常穿
搭的首选。从越来越多身着汉服、旗
袍的人穿行大街小巷，到真丝、云锦
等面料成为服饰卖点，再到云纹、饕
餮纹、缠枝莲纹等传统纹样在现代剪
裁中焕新，“新中式”服装的走红彰
显厚重的文化底蕴，也是文化自信更
加坚定的鲜明体现。

服装是审美和文化符号的具象
表达，背后还有科技创新的有力支
撑。今年是中国人首次登顶珠峰 65
周年。近期翻看相关材料，更了解到
当年登顶之不易，当时登山所需的鸭
绒夹层登山服、鸭绒睡袋等装备均从
国外购买。时移世易，如今，各种国
产服装“黑科技”层出不穷。从智能

温控服装自动适应极端环境，到超轻
高强面料极致减轻负担，再到生命体
征监测系统守护安全……新技术赋
能，有力服务于极端条件下的生产与
科研，更在不断回应广大消费者的新
需求，织就服装产业的美好前景。

今天，走进许多服装工厂，看到
的不仅有转动的缝纫机、挥汗如雨的
工人，还有一条条高效运转的智能生
产线。从 AI 设计、自动制版，到软件
智能搭配、生物纤维应用于服装制造
……每一寸织物的升级，都诠释着创
新驱动的力量；每一次技术的迭代，
都展现出传统制造业向新发展的广
阔空间。相信这些跃动的创新之力，
必将更好赋能“美丽经济”、美好生
活，惠及每一位消费者。

经纬交织、丝缕成锦，服装里的
新故事还有很多。不断优化供给质
量，更好满足群众需求，我们从衣冠
万象中看到行走的文化名片，读到生
动的科技文章，更听见时代发展的铿
锵足音。

在未来数十年，熟练使用人工智
能很可能成为大多数职业的必备技
能，并深刻影响就业市场。就业市
场变革的本质，从来都是技术演进
与人力资本价值重估的双向奔赴。

新技术的发展，一直伴随着就业
的“替代效应”。在现代化的汽车工
厂里，会操作机械臂的工程师正在
取代传统流水线上的一些岗位；传
统的大型零售商近年来大规模投资
直播电商，拒绝数字化转型的企业
则步履维艰……新技术的推广应用
往往会导致重复性、标准化的就业
岗位被替代，这是我们当前需要直
面的挑战。

然而，作为经济土壤中的“超级
肥料”，新技术既带来传统岗位的替

代，更促进新兴产业发展，直接创造
新的岗位需求。现实中，一个人工
智能训练师的诞生，可以孕育数据
标注、伦理审查等衍生岗位；每座光
伏电站的并网，可以催生更多智能
运维工程师岗位……当一些传统岗
位逐渐消失，更多新职业却如春笋
般破土而出，为就业市场繁荣提供
新的机遇。

需要理性看待的是，新技术创造
的就业机会，并非均匀分布。比如，
当前就业市场出现某种程度的“数
字鸿沟”，一边是算法工程师年薪可
观却招不满人，一边是大量传统行
业劳动者面临技能断层。这种“有
活没人干、有人没活干”的现象，凸
显就业市场的结构性矛盾，其本质

是劳动力技能、素质与市场需求不
匹配。

能否增强产业与就业的协同性，
如何培育就业扩容提质新动能，关
系到结构性矛盾的有效解决。一方
面，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在推
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同时，创造更
多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加快推
进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发展和生活性
服务业多样化发展，让生产扩张带
来的就业“创造效应”大于技术进步
带来的“替代效应”。

另一方面，抓住就业市场供需
不匹配的症结，推动高等教育、职业
教 育 与 产 业 升 级 步 伐 相 适 应 。 比
如，紧盯市场需求，动态调整高等教
育学科设置；推动职业教育改革，搭

建多样化的技能培训平台，帮助传
统行业工人更新技能，而不是“拿着
算盘应对量子计算机”。顺应新一
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让创
新技术应用与就业优先相互促进，
实 现 高 质 量 充 分 就 业 才 有 坚 实 保
障。

无论是蒸汽机车取代马车，还
是智能手机淘汰胶片相机，历史和
现实反复证明，技术进步是把市场
蛋糕做大的“魔法师”，推动就业结
构不断向更高价值领域迁移。只要
我们准确把握新技术重塑就业市场
的客观规律，坚持经济发展就业导
向，构建覆盖全面的职业技能提升
系统，定能为就业长期稳定创造良
好条件。

不久前，音乐爱好者“打卡”天
津共享钢琴的视频，引发关注。“打
卡者”表示，他在天津发现 20 多处共
享钢琴，分布在地铁站、商场、酒店
大堂、广场、医院等场所。

在天津吴家窑地铁站，笔者也
看到一架共享钢琴。一个小姑娘正
在弹奏，虽不是很流畅，也有点难为
情，但在妈妈鼓励下弹了下去。一
曲终了，周围人报以热烈掌声。紧
接着，早已等在旁边的小男孩上场，
他弹得悠扬动听，来往乘客被琴声
吸引，纷纷驻足。

在很多人看来，钢琴是“高雅”
乐器，即便出现在酒店 、广场等场
所，也是有演出门槛的，得由专业人
士弹奏。如今，一些大城市出现共
享钢琴，普通人也能在公共场所走
近它，坐到琴凳上，触摸、弹奏、表
演，感受音乐的迷人之处。

共享钢琴是展示自我、交流经
验的载体。对于音乐爱好者来说，
共享钢琴上的琴声格外有吸引力。
悠扬的琴声在地铁站 、大型商超 、
医院门诊大厅回荡，也能增添别样
的艺术气息。美妙音符营造良好氛
围 ，普 通 人 被 不 期 而 遇 的 音 乐 感
染。因为共享钢琴，一些音乐爱好
者还经常碰在一起，互相切磋的同
时，结识志同道合的朋友，甚至由
此加入一支乐队，获得更多演出机
会。

有市民说得真切：“共享钢琴让
我感动，因为这是普通人的舞台，每
个人都能参与进来。期待天津能有
更多这样的公共文化空间，让艺术
融入百姓生活。”将艺术融入生活的
创新实践，展现出城市对市民精神
文化需求的重视和关怀，提升了城
市 的 文 化 品 位 。 随 着 经 济 社 会 发

展，群众对精神文化生活有了更多
需求，分众化、多样化、期待高的特
点明显。顺应这一趋势，既要继续
丰富专业演出、专业赛事等方面供
给，还要想方设法让文化活动走进
基层 、贴近生活，吸引群众主动参
与、共创共享。

文化活动亲民惠民，文化建设
才 更 富 生 命 力 。 从“ 村 晚 ”到“ 村
T”，火爆出圈靠的是群众参与。以
扭 秧 歌 这 一 传 统 群 众 文 化 活 动 为
例，在陕西榆林举办的 2025 全国秧
歌展演活动中，39 支队伍走上街头，
扭出精气神、扭出幸福感。“带劲”

“真是提神”等观众评语，让人感动
又激动。文化活动何以生机勃勃？
关 键 是 让 各 行 各 业 的 群 众 共 同 参
与，让天南海北的人们共情共鸣。
以文化人，首先要亲民。推动更多
文化活动和产品走入生活、亲近群

众，人们就能在丰富的文化体验中
更真切感受文化的魅力。

文化是凝聚人心的精神纽带，
也是增进民生福祉的关键因素。前
不久，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关于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
生 着 力 解 决 群 众 急 难 愁 盼 的 意
见》提出，“提升多样化社会服务可
及性”“建设群众可感可及的社区公
共文化空间”。让公共文化可感可
及，离不开好的创意。共享钢琴的
实践启示我们，无论是音乐、戏剧、
舞蹈，还是其他文化活动，都可以通
过开放、共享的方式，走进城乡适宜
角落，融入百姓日常生活。

文化如水，浸润无声。让文化
的设施、形式、内容更广泛地触达群
众，为更多人创造感知 、体验的机
会，定能激发广大群众热爱文化、参
与文化创新的潜能。

健 康 证 全 称 是 预 防 性 健
康检查证明，是特定行业从业
者上岗的“健康通行证”，用来
证明持有者具备从业规定的
健康素质，没有痢疾、伤寒、活
动期肺结核、皮肤病等传染性
疾病。

健 康 证 也 是 消 费 者 与 传
染病间的“防火墙”。倘若健
康证不“健康”，有关消费和服
务领域未能如愿堵住传染病，
不仅可能危害消费者身体健
康，甚至可能造成公共卫生事
件，给社会带来损失。

据了解，个别地方办理和
管理健康证存在多种违规情
况，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形同
虚设，给公共卫生埋下了安全
隐患。

比如，漏检一些项目仍可
以拿到健康证，劳务中介能为
从业者提供“代检”服务，无须
体检、花点钱就能在网上买到
假证，个别企业对员工持有的
假健康证视而不见，等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健
康是 1，其他都是后面的 0。1
没 有 了 ，什 么 都 没 有 了 。”当
前，我国大力扩大内需提振消
费，让人们放心消费、痛快消
费，良好的健康保障是基础。
保障人民健康是一个系统工
程，也是一个民心工程。全方
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必
须聚焦和落实到像健康证这
样的细枝末节上，补齐短板，
防范风险。

这 是 一 个 抓 落 实 的 问
题。食品安全法、公共场所卫
生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都对
健康证作出规定，食品生产经
营、化妆品及一次性医疗卫生
用品等专业生产、公共场所服
务、托幼机构保育等行业从业
人员，必须办理健康证。一分
部署，九分执行。让已有的制
度规章、管理规范管用起来，
需要有关部门加强指导和监

督，相关单位和企业增强遵规
守法的自觉。

这也是一个“良币”和“劣
币”角力的问题。不少人花钱
去买假证，不是因为自身有传
染病，而是因为正规的健康证
办理速度太慢。一些地方办
理健康证需要好几天，对于等
待上岗的就业者来说，等待久
了 可 能 就 业 机 会 就 没 有 了 。
还有一些地方办理健康证只
针对本地从业人员免费，对外
来人员不免费，价格更低的假
证就有了生存空间。对此，不
妨适当增加可办证的医疗机
构，优化体检流程，尽量缩短
办证时间，扩大健康证免费办
理服务覆盖面。

从实践看，推动数字化办
理、智慧化监管，能有效提升监
管与服务效率。比如，内蒙古
苏尼特左旗蒙医医院对接市场
监管、疾控等部门数据，自动核
验从业人员资质，健康证办理
时限从原来三个工作日缩短至
一 个 工 作 日 ，最 多 只 需 跑 一
次。贯彻“高效办成一件事”改
革要求，借助先进技术完善审
核监管机制，有助于减少监管
难度、堵住造假漏洞。

假 证 泛 滥 会 透 支 公 众 信
任，增加社会运行成本。提高
违法成本不仅可以减少违法
行为，对完善社会公平与诚信
体系也有重要作用。对参与
造假的医疗机构不妨施行“一
案双查”，对制售假证中介机
构应依法严惩、加大经济处罚
力度。

健 康 证 的 管 理 涉 及 千 千
万万从业人员，关乎亿万人民
身体健康，是民生问题，也关
系行业发展。加大监管力度，
提升治理效能，筑牢健康证这
道“防火墙”，让人民群众放心
消费、健康生活，正是健康中
国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本版内容均据《人民日报》）

文化活动亲民惠民，文化建设才更富生命力
推动更多文化活动和产品走入生活、亲近群众，人们就能在丰富的文化体验中更真切感受文化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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