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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波利好政策加码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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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文化是

一种特定的符号，它不仅能满足

人们的一般需求，更能折射出人

们的精神状态和素养。我国现有

农民工 2 亿多人，新生代农民工

逐渐成为农民工主体，在其物质

需求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后，精

神文化方面的需求也变得更加

多元化。关爱农民工，让农民工

享受精神文化成果，不仅是现代

社会人文关怀精神的宗旨，还是

推动文明城市发展，构建和谐社

会的主要任务，更是党和国家注

重民生问题的一项重要内容。

然而，不可否认的事实是，

当前，部分农民工依然存在社会

活动单一，可利用的文化资源匮

乏、文化消费不足等问题。如何

改善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增

强其幸福感和归属感，是摆在我

们面前的一道课题。

近日，记者深入四川成都、宜

宾的部分工地、企业实地探访，可

喜地发现政府和企业采取多种措

施为农民工搭建文化交流的平

台，不断丰富农民工的业余文化

生活，使其尽快融入城市，更多地

享受精神文化建设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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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在四川，近

年来，农民工文化权

益一直被国家重视，

诸如广东、山东、陕

西等地也陆续出台

了相关政策，不断深

化基本公共服务供

给制度改革，各地还

尝试搭建一系列文

化交流平台，给农民

工更多的文化福利。

社 会 对 农 民 工

精 神 文 化 的 关 注 ，

激发了农民工创作

的 热 情 ，蒲 达 伦 便

是 其 中 的 一 位 。高

中毕业的蒲达伦目

前是高新区富士康

工业园区的一名仓

库 管 理 工 作 人 员 ，

几乎每天下班后他

都会到园区内青工

文 化 驿 站 看 书 、画

画、写字。“以前想看书作画却总

是因为没场地而作罢，青工文化

驿站建成后，不但场地有了，精神

文化生活丰富了，还交到了很多

朋友。”说起如今的生活，蒲达伦

言语间尽是满意。他告诉记者，现

在他还是一名书法老师，一有空

闲他便会到青工文化驿站教十余

名青年农民工学习书法。而他的

书法、绘画作品也曾多次在成都

市高新区群众书画比赛、富士康

工业园区书画比赛中获奖。

和蒲达伦一样“畅享”文化福

利的还有李兵，以及像他们一样的

无数个农民工。

“一声鸟鸣惊醒梦中花/一条

藤蔓寻回家/绿叶盈盈谱芳华/清

风阵阵爽呀爽心涯/牵牛花呀/牵

牛花/你和我说着悄悄话……”1

月 28 日，李兵的《牵牛花呀，牵牛

花》在“非常梦想”四川省第三届

农民工原创文艺作品大赛上获得

了音乐类（歌词）三等奖。一直渴

望改变现状的他，不甘于只做“打

工仔”，在工作了几年后，利用业

余时间参加了《星星诗刊》的诗歌

函授培训班，学习诗歌写作。先后

在国内畅销打工文学《江门文艺》

和《西江月》等刊物上发表作品千

余篇，荣获多项文学奖项，并出版

了诗集《和一盏灯同居》、散文集

《歌唱的蟋蟀》。他的作品朴实、简

单，充满生活气息，被称为“打工

诗人”。

“文学是我的精神支柱，是我

人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李兵告

诉记者，随着各级政府出台的针对

农民工的利好政策，他相信，未来

的生活一定会更加美好。

心灵的家园在何方
——农民工系列调查（二）
本报记者 胡桂芳 漆世平

——文明的印记

数十年来，我国农民工不

顾白天黑夜地拼命劳作，其劳

作方式和生活状况导致了精神

文化生活的单一乏味。他们在

有限的业余时间里，选择了聊

天、打牌等消遣方式，精神文化

生活较为枯燥。去年4月，国家

统计局发布了《2017 年农民工

监测调查报告》，报告显示，进

城农民工业余时间的消遣方式

主要还是以看电视、上网和休

息为主，分别占 40.7%、35.6%

和28.4%。而选择参加文娱体育

活动、读书看报的比重为 5.3%

和 3.6%，选择参加学习培训的

比重为1.9%。这一调查结果，也

在记者连续几天的实地采访中

得到了印证。

今年45岁的李兵，自18岁

就离开了安岳老家，回忆起第一

次离开家的情景，他依旧记忆犹

新：那天的他穿戴整齐，扛着蛇

皮口袋，揣着母亲煮的几个鸡

蛋，跟随在成都打工的表哥一起

踏上了前往成都的大巴车。与大

多数农民工一样，刚进入建筑行

业的他只能从搬砖、搅拌泥沙等

基础性工作做起。这些费力的工

作不断“压榨”他看书、学习的时

间，对当时的李兵而言，文化生

活是遥不可及的事。

和李兵有着同样务工经历

的唐吉祥目前在宜宾某建筑工

地做泥工，说起自己的业余生

活，他略显尴尬地笑着说：“下

班回到职工宿舍，要么躺着休

息，要么约几位工友一起打牌、

聊天，基本上每天都这样。”

来自黑龙江的张朝军与李

兵、唐吉祥不同的是，他的工作

虽不用耗费太多的体力，但同

样“熬”时间。在青羊区一家小

型超市打工的他，说起自己的

业余生活，他感慨地说道：“经

常是晚上十点钟才下班，回到

家已经筋疲力尽了，没有精力

做其他，就想躺在床上耍会儿

手机，看会儿电视或者打个游

戏。出去看电影啥的一是没有

朋友陪也没有太多精力，二是

消费太高了，浪费钱。”

“我平常除了上班，一般都

是宅在家里玩游戏、看手机。图

书馆、书店这些地方很少会去

逛。”26岁的景卓是甘肃人，初

中毕业的他只身来到成都，现就

职于成都一房地产中介公司。

“期待工地有阅览室或者

一些书籍吧，休息的时候可以

学点东西……”“希望能看场电

影、文化演出什么的，或者开场

运动会也是不错的……”3 月

30 日，记者走进位于成都青羊

区的一处建筑工地，几位农民

工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对美好

文化生活的期待。在与他们攀

谈的过程中，记者了解到，当

前，一些农民工在寻求工作时，

除了把薪酬待遇和社会福利保

障作为主要考虑的因素外，他

们也越来越多地开始关注文化

福利。

采访中，记者发现，与老一

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

务工的目的已经发生了较大的

变化，他们不再限于物质上的

满足，而是在工作中更多地追

求个人的发展以及在精神层面

的拓展，逐步实现由单纯的谋

生向追求归属感延伸。

“农民工兄弟们，今晚带来了

映前宣传片《伟大的变革》、科教

片《公共娱乐场所火灾预防》以

及反映宜宾本地脱贫攻坚事迹的

故事片《最后一公里》，请大家准

时到场观看。”3 月 21 日晚 7 点

钟，宜宾市映三江农村数字电影

院线有限公司的放映员罗付江刚

到宜宾市南岸西区一建筑工地放

映现场，就拿起话筒喊开了。

42岁的农民工肖兵听到“喊

话”后，放下碗筷，快速走出板

房，欢快地招呼着其他工友奔向

放映现场。“这是给农民工的福

利，每次放映大家都很开心，让

我们感觉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采访中，宜宾市委宣传部相关

负责人告诉记者，近年来，该市将

农民工送电影工程纳入当地“十三

五”规划之中，市县两级全年规划

为农民工放映公益电影650场。除

了放电影工程外，宜宾市政府还通

过采购优秀节目、戏曲等优质文化

产品等形式深入到工地、乡村开展

文化惠民巡演服务，不断满足农民

工精神文化需求。

而在距离宜宾 200多公里的

成都，于2012年就全面启动了以

青年外来务工人员为主要服务对

象的青工文化驿站建设工作，先

后在高新区富士康工业园区公

寓、新都区新繁镇泡菜产业园区

等地建立了13家青工文化驿站。

“这些文化驿站提高了全市公共

文化服务均等化水平，增强了农

民工的归属感和获得感，拉近他

们与城市的距离”采访中，成都

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公服处副处长

李汨如是说。

记者在新都区新繁镇泡菜产

业园区的青工文化驿站看到，该

驿站为青年农民工免费提供上

网、图书阅览、文艺培训、健身培

训及电影观赏等文体服务，覆盖

了整个泡菜产业园区及周边厂

区。“新都区新繁泡菜产业园区

青工文化驿站作为全国首家为企

业员工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综合

性窗口，不仅丰富了青年农民工

的精神文化生活，也有效保障了

广大青年职工的文化权益和多元

文化需求。”该文化驿站负责人

于洋告诉记者。

十八大报告提出，“坚持面向

基层、服务群众，加快推进重点

文化惠民工程，加大对农村和欠

发达地区文化建设的帮扶力度，

继续推动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向社

会免费开放。”这是对各地进一

步关注基层特别是农民工精神文

化需求的鞭策。

作为农民工大省的四川于

2018 年年底，出台了加强农民

工服务保障“16 条”，其中，在文

化生活方面，要求把农民工纳入

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范畴，享

受市民化服务。鼓励在农民工集

中居住地规划建设简易实用的

文化体育设施和“农民工之家”，

免费为农民工提供文体服务；举

办农民工原创文艺作品大赛等

文体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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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有价值的文化

IP 与专业品牌的联手合作，一系

列跨界设计的爆款文创产品陆

续推出，文创产业的生命活力被

有效地挖掘利用，人们从中不时

得到惊喜。跨界文创，已成为一

种新的消费潮流。

通过跨界合作打造文创产品

的做法值得点赞与推广，而在有

了好想法的基础之上，如何通过

文创产品来更好地阐释和传承中

国几千年来的历史和文化，又如

何将文创产品的生命火焰燃烧得

更高更旺，并经久不息，就需要有

更多的“套路”来支撑。（A4版）

文创产品玩跨界
想法多更要“套路深”

本期
导读

近一两年，随着《成都》这首民

谣的火热传唱，玉林街道管辖内的

玉林路也随之成为大伙儿们竞相

“打卡”的胜地。玉林，这个以“老房

老院子，小街小巷子”的城市形态存

在的街道，究竟有怎样的魅力，吸引

着那么多的人慕名前来？（B1版）

纷繁市井里的诗意生活

新华社北京 5
月 8 日电（记 者 魏
梦佳）塞尔维亚民

谣、捷克木偶剧、京

剧表演、天津快板、

非遗展示……北京

世园会自 4 月底开

园以来，多场中西

交融、精彩纷呈的

文化活动在园区举

行，让游客大呼过

瘾。据悉，世园会期

间，约 2500 场文化

活动将陆续展开，

让游客细品“中国

味儿”、领略“世界

范儿”。

连日来，世界民

族民间文化荟萃系

列活动在世园会上

演，吸引了大批游

客观赏。“北京日”

期间，来自 12 个中

东欧国家的 100 位

外国艺术家每天为

观众呈现充满异域

风情的表演。8至10

日，贵州省黔东南

州歌舞团和四川省

凉山彝族自治州歌

舞团还将为游客奉

上多场民族艺术展

演，游客可现场欣

赏著名牛腿琴演奏家的表演，体会侗

族古老乐器的艺术魅力。

北京世园局大型活动部相关负

责人表示，世园会期间将“月月有重

点、周周有交流、天天有展示”，从 6

月到 10 月，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活

动、民族文化艺术展演、北京优秀民

俗文化展等系列活动都将陆续举行，

展示国内外艺术、民俗及旅游文化。

同时，“国家日”“荣誉日”“省区

市日”、花车巡游等特色活动以及 7

项园艺类的国际竞赛也将在会期轮

番上阵。尤其是在 8月举办的世界花

艺大赛上，各国选手将同台竞技，为

观众带来一场美轮美奂的花艺盛典。

北京市副市长、北京世园会执委

会副主任兼秘书长王红表示，将有6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在世园会期间

开展文化活动，北京世园会将成为多

种文化艺术形式和国际多元文化相

交融的文明对话平台。

来自塞尔维亚的巴尔干王国乐

队主唱飞龙和他的乐队此次是首次

来京，受邀在世园会上表演。“北京世

园会如同童话幻境，非常美丽，能在

这里为中国朋友展示我们传统的音

乐艺术，与中国艺术家们交流，我非

常高兴。”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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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女工在青工文化驿站阅读

宜宾公益电影送到农民工身边宜宾公益电影送到农民工身边

李兵在校园做文学公益讲座李兵在校园做文学公益讲座

农民工在青工文化驿站打羽毛球农民工在青工文化驿站打羽毛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