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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磁场更强
唐伟

青年认同奋斗精神，信仰就是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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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舟上九天揽月，蛟龙下五洋捉
鳖，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乡村振
兴正在进行时……十年来，我国在诸
多重大领域取得重要突破，人们的日
子越过越红火，而这背后，离不开无
数奋斗者的坚持与拼搏。他们用脚丈
量祖国大地，用双手创造全新未来，
彰显了中华民族的奋斗精神。最近，
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
卷网发布的一项有 3012 名青年参与
的调查显示，83.7%的受访青年认同

“只有奋斗的人生才称得上幸福的人
生”；94.8%受访青年表示无论过去、
现在还是未来，奋斗始终是时代永恒
不变的主题。

这样的调查结果让人无比欣慰，说
明当代青年普遍树立了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价值观。2012 年到 2022 年，这

十年，各行各业青年都在亲历着国家的
高质量发展。这是属于我们每个人的非
凡十年。

近九成青年认同“只有奋斗的人生
才称得上幸福的人生”，其实并不让人意
外。因为，奋斗也是新时代青年的人生
底色，奋斗的人生才是幸福的人生。人生
的幸福美好，从来都不是从天而降，只有
不负韶华、不负理想，踔厉奋发、笃行不
怠，勤于创造、勇于奋斗，才能创造幸福，
书写人生的美好篇章；同时，奋斗本身就
是一种幸福，奋斗过程就是有理想、有信
念、有奉献的体现，当我们看到自己的奋
斗历程开了花、结了果，幸福感自然无以
言表。

正是基于对奋斗创造幸福、奋斗
就是幸福等观念的极力认同，才有无
数青年激情满怀地投入到创新创业、

建功立业之中，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
己的青春力量。在上述调查中，受访青
年对过去十年感触最深的是：国家强
起来了。有 93.8%的受访青年为成为国
家发展的参与者和建设者深感自豪。
这也是为自己的不懈奋斗而自豪的一
种认同。

此次调查显示，如果选择或再次
选择想要从事的领域，45.6%的受访
青年会选择从事医疗卫生工作，治病
救人，42.6%的受访青年会选择投身
科研工作，寻求突破创新，42.5%的受
访青年会选择进入互联网行业，紧跟
时代步伐。更值得一提的是，相当一
批年轻人表示：愿意到国家更需要的
领域工作。这不就是一种家国情怀
吗 ？“ 我 是 一 块 砖 ，哪 里 需 要 哪 里
搬”，当家国情怀在每个青年人的心

头根深叶茂时，我们的祖国无疑会更
加繁荣昌盛。

事实正是，我们的无数青年总是
矢志奋斗，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绽放
青春。农村需要人才，他们就奔赴生
产一线，在广阔的田野大显身手，成
为高素质的现代农民，有利促进“三
农”工作“枝繁叶茂”；科技领域需要
人才，他们就刻苦学习、努力钻研、拼
搏创新，践行科技报国，为科技的突
飞猛进贡献青春的力量；西部需要人
才，他们就以理想为引领，以奋斗为
依托，让青春扎根广袤的西部，与西
部的发展跨越紧紧相连……可以说，
无数青年在服务人民、奉献社会中展
现青春风采，让青春在为国家、为民
族、为社会、为人民的不懈奋斗中绽
放绚丽之花，散发无尽芬芳！

据媒体报道，从试点破题、深入解
题，到全面答题，2019 年底上海启动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以来，围绕“学
习宣传理论政策”“创新开展文明创
建”“大力弘扬时代新风”“丰富精神文
化生活”“壮大志愿服务队伍”等，开展
文明实践活动 16.9 万场，培育品牌项
目2416个，形成了阵地网络全域覆盖、
线上线下双轮驱动、特色品牌交相辉
映、新时代文明实践和学雷锋志愿服
务双向融合提升的“上海模式”。

新时代文明实践的上海样本，是全
国状况的生动写照。据新华社 10 月 12
日消息，截至目前，全国共建成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 2817 个，新时代文明实
践所 3.8 万多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58
万多个，基本实现全覆盖。依托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所、站），一个个文明实
践活动强信心、暖人心、聚民心，激发出
各地群众共创美好生活的澎湃动力。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是
面向群众开展理论宣讲、主题教育、文
化传承的重要阵地，是提升群众思想
觉悟、道德水平、文明素养的综合平
台。在“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关心群
众、服务群众”这个系统工程中，文明
实践场所的建设无疑具有基础地位。
通过“中心—所—站”三级阵地的建设，

而且基本实现全覆盖，就解决了“在何
处开展文明实践”的问题，无论是深入
推进移风易俗、树立乡风文明，还是传
承和弘扬历史名人、现代家庭的优秀家
训家风，或者是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以及培育文明健康的生活方
式、营造崇德向善的社会氛围，都可以
发挥阵地的聚合效应。

不仅如此，有了基本实现全覆盖的
阵地作为支撑，再加上相应的人、财、物
和项目有保障，无论是上级安排的“规
定动作”，还是各地自行筹划的“自选动
作”，文明实践都可以实现资源要素的
深度下沉，以覆盖的广度和延伸的深

度，让“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关心群众、
服务群众”的文明实践宗旨，有了坚实
的落地基础。

换言之，基本实现全覆盖的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所、站），打通了贴近群
众、深入基层、贴近民生、关注现实的

“最后一公里”，构建了群众在哪里，文
明实践就延伸到哪里，各类资源就汇聚
到哪里的广覆盖、集约化、精细化格局。
这种文明实践格局，让人人都成为文明
实践的参与者，提高了群众参与的积极
性、主动性，由此汇集起强大的活力与
创造力。通过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所、站）为依托的理论宣讲、主题教育、

文化传承等活动的开展，全社会的思想
觉悟、道德水平、文明素养得到了极大
提升。

在总结成绩之时，更应展望未来。
文明实践是个永恒课题，永远在路上。
要让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在未
来释放更大能量，发挥更大作用，成为
推动精神文明建设的强力引擎，就需要
各地巩固深化文明实践成果，扎实推进
文明实践提升行动，引导更广泛的群众
参与；同时，各地相关部门应为文明实
践活动“保驾护航”，构筑资源汇聚的

“强磁场”，共同唱响思想引领的主旋
律。文明风起，未来可期！

据媒体报道，近日，一段高速
公路上私家车礼让救护车的短视
频引发广泛关注。视频显示，一辆
救护车被堵在途中，100 多辆私家
车纷纷侧身靠边让行，救护车顺利
通过。很多网友为这些司机的礼让
点赞，表示“司机让的是生命通道”

“司机们太有素质了”。
事发时救护车上运送的，是因

发生交通事故导致受伤昏迷，需要
紧急转院的患者，如果得不到及时
救治，后果不堪设想。偏偏在这样的
紧急情况下，高速公路因为修路，发
生了堵车现象，情况万分危急。在此
时，正被堵在高速公路上的各种车
辆纷纷采取行动，最终为救护车让
出一条生命通道，把患者顺利送进
医院，得到及时救治。

现场视频被发布到网络以后，
网友们纷纷感叹“司机让的是生命
通道”“司机们太有素质了”。其实经
常浏览新闻的网友不难发现，近年
来类似这种私家车给包括救护车、
消防车在内的特种车辆让路的新
闻，正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常态
化。在这种现象的背后，公众的交通
法规意识在大大提升，生命安全意
识也在大大提升。

不管是救护车、消防车还是
其他特种车辆，既然是在执行紧
急任务，自然是容不得半点耽误。
但 对 于 路 上 遇 到 交 通 拥 堵 等 情
况，是很难完全避免的。在这种情
况下，要想挽救车上的病人，或者
是让消防车尽快赶到现场参与救
火，避免火灾造成更加严重的后
果，最好的办法就是，路上的车辆
能够及时让行，为特种车辆让出
一条“绿色通道”。

让人感到无比欣慰的是，这
种礼让救护车、消防车等特种车

辆的现象越来越多，也就意味着
我们在礼让特种车辆问题上，正
在达成一种普遍共识，这种普遍
共识，本质上是缘于公众对生命
价值的尊重与敬畏，也是对国家
法律法规的尊重。而社会共识的
形成，背后折射出的，则是伴随着
社会与时代的发展，社会文明程
度的进一步提升。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
通安全法》的规定，警车、消防车、
急救车、工程救险车执行紧急任务
时，其他车辆和行人应当让行。因
此，在马路上礼让特种车辆，不仅
仅是一种值得倡导的文明行为，也
是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的体现。
笔者认为，为了让司机们做得更
好，各地需要加强宣传引导力度，
比如，对私家车等发放“我为特种
车辆让行”车贴，在媒体上营造“礼
让特种车辆，从我做起”的良好氛
围，宣传普及如何做到“安全无忧
礼让”等知识，让礼让特种车辆成
为社会文明的标配。

据媒体报道，近日，一名 49 岁女
游客花两个月时间苦背《滕王阁序》，
并用 6 分钟时间成功“背诵全文后免
门票”的短视频，在网上广泛传播。

“我看了这个短视频后，特意来这里
‘打卡’挑战的。”10月11日下午，成都
游客苏婷走进景区售票处，打算背诵
全文获得免票资格。经过十几分钟

“复习”，苏婷开始背诵：“豫章故郡，
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庐……”
尽管苏婷背起来有些磕巴，但经过

“考官”两三次提醒，她用了约10分钟
背完全文，免票入园。

背诵与景区相关的诗文，即可免
门票，除了南昌滕王阁景区，还有个
别景区也在这样做，比如湖南岳阳楼
景区，只要完整背诵《岳阳楼记》全
文，就能获得免门票资格；山东曲阜

“三孔”景区从2013年开始，只要游客
在 10 分钟内背诵《论语》中任意 30 个
段落，就可免费游览孔府、孔庙、孔林
景区一次。

景区的发展，固然与创新开发、服

务升级、旅游设施的提升等相关，但
还有一点不可忽视，那便是景区对于
所蕴含的传统文化以及历史渊源的传
承与坚守。要知道，游客来旅游，一方
面是愉悦身心、放松心情，另一方面，
则是来领略景区所蕴含的传统文化，
来浸润厚重的文化味，来重温遗留在
每个角落的历史印痕。

当游客吟咏着“落霞与孤鹜齐
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游览滕王阁，吟
咏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
而乐”游览岳阳楼，吟咏着“有朋自远
方来，不亦乐乎”游览“三孔”时，其游
览的兴致、心中的感喟以及观赏景物
的情愫，肯定与别人有所不同。怀着
一种与古人心灵相通的心境与情怀
游览景区，其收获也肯定大得多。这
种游览感受，必然丰富旅游体验，使
游兴更浓，游览的脚步更加欢快。

实际上，游客背诵相关诗文即可
免票，因为很容易在网络获得关注
度，所以从实际效果看，也是提升景
区知名度、获得更多游客前来游览的

不错创意。据报道，今年国庆假期的
滕王阁景区，因完整背诵《滕王阁序》
即获免费门票，很多游客前来挑战，
上至七十岁老人，下至三岁孩子，平
均每天都有上百名游客参与其中，场
面非常热闹。这样的景象在视频媒体
上不断被传播，可促使更多人跃跃欲
试前来挑战、前来游览。

换个角度看，此类活动对于提升
全民文化素养、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也会发挥极大作用。近些年，我国优
秀传统文化逐渐得到人们广泛关注，
传统文化正在复兴，这固然与传统文
化自身的魅力有关，但也与各地采取
各种措施竭力予以扶持、弘扬有关，
不少文化节目都是极好的推手，而景
区的“背诗文即可免票”，同样是传承
优秀传统文化的一大妙招。

由此可见，“背诗文免门票”一举
多得。在部分景区选择门票打折、免除
特殊人群门票的语境之下，“背诗文免
门票”是一个不错选项，应该有更多景
区加入进来，而且要将之常态化。

据媒体报道，10
月 11 日，一段 69 岁
儿子搂着 96 岁患癌
母亲观看豫剧《朝阳
沟》的视频感动了无
数网友。视频中的儿
子躺在母亲身旁，左
手举着手机播放豫
剧《朝阳沟》，右手把
母亲搂在怀里，并紧
握母亲的右手。母亲
躺在儿子怀里，一边
握着儿子的手，一边
看着手机里的画面，
十分温馨。

这 样 的 画 面 确
实 温 馨 ，已 近 古 稀
之 年 的 人 ，还 能 与
母 亲 相 伴 ，是 一 种
幸福；96 岁的老人，
能依偎在儿子怀里
看 视 频 ，也 是 一 种

幸福。母子连心，紧握的双手，就是
心心相印。

岁月催人老是一种人生常态，无
法更改，生老病死亦是如此。报道中的
96岁母亲，不幸患癌。垂暮之年，患病
之身，需要老年人乐观对待，虽无法阻
挡衰老的步伐，也不能完全制止病痛
的发作，但至少可以让老年人从老苦
中感受到一丝亮色。

晚年生活，需要老年人乐观面
对，也需要儿女的陪伴支持。人老之
后，与周围、与社会的交往日渐稀疏，
寂寞、空虚之感会油然而生。人们常
说，“老返小，老返小”，就是指老年人
各个方面都会变得像孩童一样。小的
时候，孩子会依恋父母，需要父母陪
伴；老年人会依恋子女，需要子女陪
伴。子女的相伴、聊天，一起吃饭，一
起看视频，都是老年人最需要的安
慰。这样的安慰，是老年人生活中的
火把，会激发他们对生活的热情；是
他们岁月中的明灯，可照亮他们的余
生之路。

子女赡养父母，是法定的义务。
这种赡养，当然离不开物质作为基
础，但对于更多老年人来说，精神上
的支撑尤为重要。常回家看看，常陪
陪父母，听听他们的唠叨，和他们聊
聊工作、聊聊生活，是会让他们长久
开心的，也是子女履行法定义务的
体现。

“我能想到的最浪漫的事，就是
陪你慢慢变老。”陪伴爱人变老，是
对相亲相爱的承诺；陪伴父母变老，
是对父母的最好告慰，也是静享岁
月的美好。视频中的儿子叫马爱民，
他说每次回家，“晚上睡在母亲身
旁，也不敢动。我已经这么大了，她
还把我当成小孩子，半夜醒来给我
盖被子。”马爱民的妹妹也说，每次
下班时，知道老母亲在家里等自己，
牵挂着自己，感到很幸福，如果晚上
回家晚了，母亲就会很着急地问：

“你怎么那么晚不回家？”有人为你
盖被子，有人为你担忧，这何尝不是
岁月的美好？

岁月静好，并不复杂，相爱的人
互相陪伴，和家人共度时光，就是生
命的享受。马爱民会经常陪着母亲，
有时候推着轮椅陪母亲到广场散
步，有时候和母亲一起观看老电影
和老戏曲；马爱民的妹妹也会带着
母亲和婆婆一起走模特步，会和母
亲一起拍搞笑视频。这些都是对岁
月静好的享受。

69岁儿子搂着96岁老母看戏，一
条随手拍摄的视频引来无数网友留言
点赞，原因并不复杂——陪父母变老，
享岁月美好，这不仅是做父母的幸福，
也是做子女的最美好回忆。

9 月 30 日，重庆城市森林中的
公共图书馆——江北区图书馆鸿
恩寺馆正式开馆投入运营。鸿恩寺
馆坐落在鸿恩寺森林公园内，总建
筑面积约6500平方米，馆内设置阅
览席位1200余个，含有报刊阅览区
等10余个免费开放阅读区域。

阅读于树叶间，呼吸在书页
里，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重庆江
北区图书馆鸿恩寺馆，就是这样一
个好去处。在它被媒体报道后，读
者反响热烈，纷纷在社交平台表达
喜爱之情，或感叹“太美了！又是一
个打卡圣地”，或评论“是个看书的
好地方”，或表示“非常适合带小朋
友去”……

在景区内打造“森林图书馆”，
让开卷捧读和亲近自然相得益彰，
构成一幅“馆在景中”“景中有馆”
的人文风景画，让市民在家门口即
可拥抱“诗与远方”，值得称道。

众所周知，阅读需要静心，特
别是阅读需要深入思考的图书，一
个较为安静的阅读环境必不可少。
重庆这个“森林图书馆”，其绿色简
洁的内部陈设和周遭优美的园林
环境，也让不少市民仿佛置身于大
自然，在宁静与惬意中浸润书香。

图书馆无论处在什么区位，核
心始终是阅读体验，都要注重人们
的阅读体验，让人们进得来、留得
住、还想来，才能变“网红”为“长
红”。诸如“森林图书馆”等网红图
书馆，意欲真正赢得读者，还需钟

情于书香、注重内涵，在精细服务、
多元化文化消费上多下功夫，将内
在气质彰显出来。

近年来，人们越发注重文化生
活，很多人已养成去一个城市就

“打卡”当地图书馆的习惯。由此来
说，图书馆已不仅是人们的心灵栖
息地，也反映着一座城市的形象。
如何厚植人文底蕴、提升城市品
质，成为增强地方吸引力的一扇文
化展示窗口，“森林图书馆”应有更
多作为。

据报道，“森林图书馆”除了有
成人读者，也吸引了大批青少年进
场阅读。如何在提供基本服务的同
时，进一步提升办馆特色和人文关
怀，兼顾青少年成长的需要，也是
其未来发展的应有之义。不妨深度
挖掘地方非物质遗产、历史文化等
精髓，研发丰富多彩的优质研学游
课程和多种寓教于乐的研学游产
品，使“行万里路”与“读万卷书”完
美结合。只有统筹资源、提升服务，
为每位读者量身打造有温度的阅
读体验，才能容纳下读者的多重需
求，成为大众喜闻乐见的精神花
园，让更多人从中享文化大餐、品
精神饕餮。

城市既要有烟火气，也要有书
卷气。期待更多图书馆进商圈、进
小区、进景点，如漫天星辰散落到
城市各个角落，营造良好的公共阅
读生态，让互联网时代的线下阅读
更聚人气、更具温情。

“背诗文免门票”一举多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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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福建武夷山、山东崂山、陕西华山、湖南张家界大峡谷和七星山等景区纷纷出台免门票政策，推动旅游市
场复苏，提振市场信心和活力。这些探索为旅游业提升旅游产品供给质量提供了思路，有助于景区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
效益的协同发展。实际上，免门票能吸引更多游客，当更多游客围绕食、住、行、游、购、娱来消费，无疑会给景区带来更多
旅游收入。 王怀申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