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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观察

社区文化工作“一个都不能少”
苏 锐

活出老年的精彩
赵仙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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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具有中国符号的文化 IP
田国垒

习近平总书记 11 月 6 日在上海考

察时强调，把社区居民积极性、主动性

调动起来，做到人人参与、人人负责、

人人奉献、人人共享。这些年来，国

家高度重视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建设，着力满足社区群众的基本文化

需求。

作为基层群众物质生活富足起

来 后 的 更 高 要 求 ，丰 富 的 文 化 生 活

是 万 千 群 众 所 需 ，也 是 加 强 社 区 治

理必不可少的着力点。健康多元的

文化生活，对构建和谐的邻里关系、

家 庭 关 系 ，提 升 社 区 文 明 程 度 具 有

重 要 促 进 意 义 。 相 反 ，如 果 社 区 缺

少文化设施、不开展文化活动，则不

利于增强居民对社区的凝聚力和认

同 感 ，进 而 也 会 影 响 到 社 区 其 他 工

作的正常开展。

近年来，得益于文化和旅游部等

部 门 的 推 动 ，全 国 各 地 的 大 部 分 社

区 都 基 本 建 成 了 阅 览 室 、书 画 室 等

文 化 设 施 ，并 配 备 了 大 量 的 图 书 、

电 脑 、乐 器 等 文 化 设 备 资 源 ，社 区

文 化 工 作 开 展 的 硬 件 基 础 已 基 本

完 备 。 同 时 也 应 看 到 ，由 于 社 区 居

民 年 龄 段 的 不 同 及 文 娱 爱 好 的 多

样 性 ，很 多 社 区 的 文 化 设 施 、文 化

活 动 的 主 要 受 众 仍 以 老 年 人 、儿 童

居 多 ，青 少 年 、中 年 人 在 社 区 文 化

工 作 中 的 参 与 度 非 常 有 限 ，离 人 人

参 与 基 层 文 化 建 设 的 局 面 还 有 差

距。因此，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如

何吸引青少年、中年人参与进来，真

正 实 现 社 区 文 化 工 作 全 民 参 与 ，是

各级党委政府需要认真考虑和解决

的难点问题。

笔者认为，要想实现社区文化工

作“一个都不能少”，得在完善文化基

础设施的同时，进一步提高社区文化

设施、文化活动的吸引力。尤其需要

针对不同年龄段的人群，推出特色文

化服务品牌。具体而言，不妨从以下 3

个方面入手。

首先，不仅要有“广场舞”，更要有

“健身操”。毋庸讳言，目前我国大部

分地区的社区，主要的文化活动就是

广场舞，其主要参与对象以老年人居

多。社区可针对中年人、青少年群体

的健身需求，引入适合他们参与的、

更具时尚运动色彩的健身操等活动

形式。

其次，社区的图书配备、文艺演出

等资源配备应更加“年轻化”。在部分

地区的社区活动室里，图书配备多以

保健养生类为主，文艺演出也倾向于

传统歌舞，对年轻群体缺乏吸引力。

社区应统筹考虑全体居民的需求，增

加一些青少年喜欢阅读的书籍；在社

区的文艺演出等活动中，应多排演一

些关注现实和年轻人生活状态题材的

节目。

第三 ，创 新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的 传

承 传 播 形 式 。 近 年 来 各 地 的 实 践

都表明，中年人、青少年等群体对优

秀 传 统 文 化 不 是 不 感 兴 趣 ，而 是 取

决 于 什 么 样 的 接 触 和 传 播 方 式 。

社 区 可 在 各 级 文 化 部 门 的 帮 助 下 ，

多 举 办 传 统 手 工 艺 展 演 、地 方 戏 曲

演 出 、古 诗 词 家 庭 比 赛 等 活 动 ，激

发 年 轻 人 等 群 体 参 与 社 区 文 化 工

作 的 热 情 与

积极性。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

及人之幼。”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 ，也 是 今 天 需 要 发 扬 光 大 的 人 文

精神。

11 月 6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

考察时察看了托老所，并指出，我国

已经进入老龄社会，让老年人老有所

养、生活幸福、健康长寿是我们的共

同愿望。另据报道，20 世纪 90 年代以

来，我国的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预

计到 2050 年前后，我国老年人口数将

达 到 峰 值 4.87 亿 ，占 总 人 口 的

34.9%。老年人口的迅速增长，使得加

快推进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性愈发凸显。这关系到老年人的晚

年幸福，也关系到他们子女的工作生

活，是涉及人民生活福祉的大事。总

书记近年来到各地调研也常常关注

当地的养老情况，谋民生之利，解民

生之忧。

养儿防 老 ，曾 经 是 中 国 人 的 生

育观念；子孙养老送终，是孝道的应

有 之 义 。 然 而 ，独 生 子 女 们 婚 后 要

面 对 四 个 甚 至 八 个 老 人 ，压 力 巨

大 。 这 就 要 求 社 会 化 养 老 、社 区 养

老的公益事业为个人分忧。

老有所养，不仅要在物质生活方

面关怀老人，社会各界也要为老人们

提供精神食粮。比如，一些收门票的

参 观 场 所 可 以 对 老 人 免 票 ；电 视 频

道、广播频率增加专门时段为老人播

放适宜的节目；文艺团体到养老院或

者社区为老人举行公益演出等。

老人自己也要尽可能做到老有

所 为 、老 有 所 乐 。 老 年 人 是 社 会 的

财 富 ，仍 然 可 以 发 挥 余 热 。 比 如 参

加老年合唱团、老年舞蹈队、老年书

法班等，娱人娱己，也是亮丽的风景

线 。 有 些 老 年 人 大 器 晚 成 ，成 名 成

家的也大有其人。笔者的一位中学

女老师，在老伴去世后，坚持两年整

理出版了两人积累一辈子的诗歌选

集，获得亲友们的赞赏，自己也获得

了精神上的愉悦。还有的老人趁腿

脚还灵便，外出旅游，原有病痛反而

不治而愈。

叶剑英元帅晚年的《八十抒怀》

诗句：“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

照明。”何等豪迈，天下老年人可当做

榜样，活出老年的精彩。

（作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高级

编辑）

在“互联网+”的时代背景下，我

国的文化 IP 行业快速发展，激活了规

模巨大的网络市场，找到了我国知识

产权转化的新途径，发掘并放大了文

化自身的潜在价值，生成了远超其单

质的巨大聚合效应。近日，在第十三

届中国北京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

会 上 发 布 的《面 向 高 质 量 的 发 展 ：

2017-2018 年度 IP 评价报告》显示，互

联网已经成为中国 IP 和国家文化符

号建设的重要舞台，参与 IP 创建最多

的前五名企业全部来自互联网领域。

但也应当看到，我国现在的文化

产品和服务存在“有数量，缺质量”

的 问 题 ，部 分 产 品 粗 制 滥 造 甚 至 低

俗媚俗，集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

相统一的文化精品、文化 IP 尚未爆

发式涌现。例如近年来出现大量的

IP 改 编 电 影 ，因 粉 丝 效 应 能 够 带 来

可 观 票 房 ，引 来 一 哄 而 上 的 跟 风 制

作 ，不 少 粗 制 滥 造 的 改 编 作 品 让 粉

丝 极 为 失 望 ，于 是 才 造 就 了 大 量 高

票房低评价、“叫座不叫好”的影视

作品。以“小时代”IP 为例，由文学

开发成 4 部电影，但观众口碑不佳，

反噬 IP 价值。

种种急功近利的乱象，折射出当

下文化 IP 行业存在一种非理性的心

态。一个真正的 IP 应该能够凝聚用

户情感，在兼顾文化价值与产业价值

中获得长期消费行为。文化 IP 开发

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具有知名度的文

化 IP 最重要的价值是持续开发能力，

而不是一次性消费、一次性开发。要

打造高品质的文化 IP 精品，就应注重

文化产品的质量与价值，创造既能传

递文化价值、又让人们喜闻乐见的形

象和品牌。

文 化 IP 行 业 属 于 创 意 经 济 领

域，生产力主要来自于文化 IP 的创

新、延展、融合。我国丰富的传统历

史 文 化 是 文 化 产 业 IP 的 最 大 资 源

库。近年来多部以《西游记》为题材

的电影的上映，屡次刷新各类纪录，

孙 悟 空 已 成 为 中 国 文 化 IP 史 上 的

“丰碑”。传统文化 IP 的衍生作品既

会受到消费者的喜爱又可以传递正

能量的文化价值观。我国古代花木

兰 的 形 象 家 喻 户 晓 ，现 在 已 有 很 多

改编的影视、动漫、游戏作品，向人

们 传 达 了 勇 敢 、孝 顺 、正 义 的 价 值

观；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中静

谧 的 文 化 氛 围 深 受 观 众 喜 爱 ，影 片

所 传 达 出 的 匠 心 精 神 也 影 响 了 很

多 人 。 此 外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戏

曲、雕塑、书画等文化艺术形式，同

样具有很大的挖掘价值。

一 个 真 正 的 文 化 强 国 ，需 要 具

备 文 化 软 实 力 ，让 民 族 文 化 走 向 世

界 。 以 互 联 网 为 载 体 ，使 更 多 消 费

者 发 现 传 统 文 化 的 魅 力 ，放 大 文 化

IP 的 价 值 ，是 每 一 个 文 化 行 业 从 业

者应做的事。

（作者系《中国纪检监察报》记者）

“无障碍”旅游服务让社会更温情
杨鑫宇

这是一双如深潭般清澈的眼

睛，当它们张开的时候，像高悬的

明镜，像幽潺的流泉。它宁静肃

穆 而 灵 动 ，它 谦 卑 宽 宏 而 敏 悟 。

那是大哲先知所独具的风神。那

童 子 纯 稚 无 邪 ，心 灵 了 无 渣 滓 。

他并不着意追逐老子的思维，而

老子的言说，却似乎正是描述这

“婴儿之未孩”。只有不曾经受俗

尘污染的灵魂，才能真正趋近老

子。那一身皓羽的仙鹤，婉转高

洁的仪态，使人想起画外天宇的

云影和云外仙鹤的嘹唳，那不正

是老子羽化登仙的象征吗？

老子在讲“道”。他在讲述天

地万物的源头，讲述古往今来的

嬗变，讲治乱兴亡的大策，讲盛衰

祸福的演化。道，它冲融和穆，大

而无外；它独立不改，周行不殆。

它是万物慈爱的母亲，它不是神，

却似乎比上帝活得更久长。它是

“ 大 ”，是 六 合 不 容 的 至 大 ；它 是

“ 玄 ”，是 众 妙 之 门 的 泰 玄 ；它 是

“ 一 ”，是 万 物 复 归 的 齐 一 ；它 是

“朴”，是渊深无极的纯朴。两千

五百年前，当人类的知识还是一

片荒芜的时候，通向智慧的路，充

塞着崩榛和荆棘。那时古希腊还

没有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世上

还没有逻辑学和物理学，望远镜

还没有，何来天体物理学？然而

在东方，老子凭着天才的颖悟，不

假理性的求证，对宇宙本体作了

一次令天地动容、神鬼哭泣的闳

大而精辟的论述。我们不妨把老

子的言说当做是假设，而假设如

此美妙，就不是古希腊哲人们可

以比肩的了。柏拉图也有假设，

那“永恒理念”须要“不朽生命”的

回忆，而回忆则借助于逻辑。逻

辑，可能是通向真理的钥匙，也可

能是通向谬误的绿灯。总之，逻

辑 使 西 方 人 的 是 非 之 见 日 趋 明

确；而在东方哲人大而化之的体

系中，是非在“和谐”之中并存，你

中有我，我中有你。

老子告诉人们，道之所在，便

是冲融和谐之所在。它使万物自

然生发、各得其所。它把锐利易

折的事物挫钝，把驳杂淆乱的事

物梳理，使炫耀刺目的光照柔和，

使居卑处微的地位圣洁。这在老

子便以为是达到了“道冲”之境，

而人类往昔的一切过错都是在于

对“道冲”的漠视。春秋之世的礼

崩乐坏，民不聊生至于不畏就戮，

诸侯的战伐杀掠无休无止，归根

结底都是不能做到一个“冲”字，

不能和谐地相处和对话。其实在

老子看来，远古之世并没有如此

残酷的仇杀和争斗，那时的人“甘

其 食 ，美 其 服 ，安 其 居 ，乐 其 俗 。

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

死不相往来”。这是东方的乌托

邦，老子和汤姆斯·莫尔不同的地

方是：老子只是回忆，莫尔则是追

求；老子的谋略足以用阴柔的进

取缔造巨大的王朝，而莫尔则是

假设大西洋中有这样一个理想的

王国。

“不争”“不为”实现着“无不为”的

理想，老子被历史推上了无限崇高的

智慧的宝座，莫尔则被世俗的强权推

上了断头台。历史为东方和西方留下

了两个大的

惊叹号！

沁园春·酷评
高 昌/词 黄 卓/绘

口味偏邪，咳唾成痰，白眼乱抛。算一言不耐，大拳上线；四方有畏，

小子飞刀。左右投赢，往来斗狠，扯点流言发点飙。酸酸爽，管溜煎烹

炸，额烂头焦。

风流一派无聊。惹多少牛人可劲骚。望炮轰台榭，惊些艳艳；名吹

湖海，撒个娇娇。弹指神通，回肠人气，痛痒兼修作把妖。端端好，正翩

然咖位，酷字旗飘。

近日，全国首部《残障人员旅游

服务规范》在杭州启动试点，这项规

范，让杭州市的无障碍旅游事业迈出

至关重要的一大步，同时也在全国范

围内，引起了业界对残疾人出行、旅

游问题的关注。

中国究竟有多少残疾人？这个

问题的答案，或许出乎大多数人的意

料。在 10 月的一场活动上，中国残联

主席张海迪表示：中国的残疾人数量

超过 8500万——也就是说，在近 14亿

中国人里，每 16 个人中就有一名是残

疾人。这个令人感到触目惊心的巨

大数字，无疑和大多数人的生活经验

不符——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极少看

到残疾人在公共场合抛头露面，更不

用提在旅途之中了。因此，公众常常

遗忘这个规模庞大的弱势群体，并因

此忽视他们的需要与诉求。

但是，不论残疾人的数目是否为

公众所知，也不论社会对他们有多少

关 注 ，8500 多 万 中 国 残 疾 人 就 在 那

里，他们和身体健全的人一样，也需

要出行，也渴求社交，也盼望着能有

一次精彩难忘的旅行。对身体健全的

人而言，做到这些几乎毫不费力，但

是，对残疾人而言，要实现这些看似简

单的愿望，却需要他们承担太多麻烦，

付出太多成本。面对 8500多万残疾人

的正当诉求，我们决不能视若无睹。

对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关怀程度，既

是一个国家文明进步的晴雨表，也是

社会公平与人文关怀的试金石。

其实，我们之所以很少在出行、

旅游时看到残疾人，并不是因为残疾

人不愿意出门，而是因为在出行、旅

游等领域，中国社会还远远没有做到

真正的“无障碍”。而这种因为对残

疾人照顾不足而产生的结果，又反过

来造成残疾人在公共场合的“缺席”，

进一步固化了社会大众对残疾人权

益的忽视。如今，社会要积极回应残

疾人群体的正当诉求，第一步就是要

打破这个恶性循环。只有用开创性

的实际行动为残疾人创造出行、旅游

的条件，鼓励他们走出家门，自由旅

行，社会大众才有可能更多地认识到

残疾人权益的重要价值，营造出对残

疾人更加友善、温暖的社会氛围。

作为一个刚刚实现经济腾飞不久

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在保护特殊群体

权益方面，还处于方兴未艾的起步阶

段。但是，这也意味着我们在这个问

题上拥有宝贵的“后发优势”，有大量

来自其他地区的先进经验可资借鉴。

在欧洲，欧洲无障碍旅游协会早

在十几年前，就积极对各地政府和企

业进行游说，在酒店设施、景点卫生

间等多个具体领域，成功将无障碍设

计推广为标准建设方案，使得残疾人

可以在任何地方享受到旅行的便利，

而无需因为“特殊待遇”感到尴尬；在

日本，绝大多数店面和景区，都将通

行入口设计成和外部地面齐平的高

度，以方便残疾人自由出入，就算遇

到残疾人难以通行的门槛或间隔，也

会 有 服 务 人 员 拿 出 垫 板 帮 助 通 行 。

在我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各大博物

馆常常定期举办手语讲解，并在各处

设置盲文导览，以方便听障、视障人

士游览。这些宝贵的经验，我们都可

以参考学习。

要做到这些细节，自然需要相关

部门和企业 投 入 一 定 的 初 期 成 本 。

但是，这种投入绝对是值得的。据相

关数据显示，在欧洲，有无障碍旅游

需 求 的 游 客 已 经 占 到 游 客 总 数 的

20% ，且 直 到 2020 年 ，都 将 以 每 年

1.2%的速度增长，这意味着无障碍旅

游很可能在未来成为旅游行业的增

长风口，创造巨大的效益和价值。况

且，旅游有价，尊重与关怀无价，一个

人性化的无障碍社会，是所有人都能

共享的公共财富。

红色旅游五好讲解员建设在推进

（上接第一版）同时，组织各方专

家以及基地工作人员，对收集的

资料进行学习研究讨论，从大量

资料中挖出一颗颗‘珍珠’，再把

它们串联起来，形成‘两弹一星’

精神的体系。”原子城纪念馆接待

中心主任周广静说，“年轻的讲解

员不仅是讲解者，也是口述历史的

整理者，更是‘两弹一星’精神的传

承者。”为此，他们还邀请原子城老

一辈专家为红色讲解员上课，让讲

解员在潜移默化中感受领悟“两弹

一星”精神，将自己看到、感受到

的 传 递 给 每 位 走 进 原 子 城 的 观

众，引领他们走进真实的情境，触

景生情、感受崇高、接受洗礼。

在河北省石家庄平山县西柏

坡景区，一群年轻的红色讲解员

正努力修炼着“内功”，不断更新

着自己的知识储备。“西柏坡纪念

馆中共展出 600 多张照片，400 多

件实物，光规定的解说词就有 50

多页、2 万多字。要做到游刃有余

地为游客讲解，做到百问不倒，除

了下苦功、学习积累，没有任何捷

径。”西柏坡纪念馆讲解员刘晓晓

坦言，为了解答游客的疑难问题，

她不断请教求证专家、查找翻阅

资料、总结积累消化，撰写工作笔

记近 40 万字。原来一个展厅 5 分

钟 的 讲 解 如 今 扩 充 到 20 分 钟 以

上，1 小时的全程讲解现在能讲 3

个小时。“红色旅游讲解要出彩，

创新必不可少。”刘晓晓介绍，为

激发游客的参观兴趣，他们尝试

在讲解中融入了唱民谣、打快板，

同时创排了音乐舞蹈剧《新中国

从这里走来》以及《伟人风范》《英

雄河北》等红色主题剧目，极大提

升了教育效果和感染力。“我们总

结形成了每周常态化训练，每月

开展形象塑造，每季进行业务培

训，每年开展讲解员全员星级评

定业务考核的多样化内训模式，

对 提 升 讲 解 员 能 力 素 质 非 常 有

效。”刘晓晓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