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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安徽省庐江县龙桥镇积极探
索农村改革路径，以保障农民权益、增加农
民收入为价值依归，坚持向“存量空间”要

“增量价值”，扎实推进农村闲置资产的盘
活利用，变“沉睡资产”为“增收活水”，重塑
村庄的颜值、气质和价值，实现乡村由表及
里、形神兼备的全面提升，让广大农民分享
改革红利，走出了一条具有鲜明地方特色
的农村改革新路子。 （A4版）

资产“重生”资源“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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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绿地开放共享让群众与自然更加
亲近，但“帐篷占地”、过度踩踏等问题也随
之而来。为实现公园绿地开放共享的可持
续发展，多地积极对开放共享后公园绿地
管理、秩序维护等方面进行探索。（B2版）

多地探索公园绿地开放共享

让“最美”从现象成为风景
——浙江高质量打造新时代文化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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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创
美好新生活

4月9日，有游客发视频吐槽四川甘孜州折
多山上的“绿币体验厕所”，须拿空矿泉水瓶兑
门票才能进去。但细心网友发现，视频画面扫过
的指示牌上，“绿币体验厕所”的下方还有“旅游
公共厕所”的字样。9日晚，“绿币体验厕所”实
施方发文称，这间“绿币厕所”是“‘绿币318’川
藏绿色驿站”项目的一部分。在厕所使用方面，
绿色驿站规定：垃圾换绿币的游客多于5人，可
直接放下垃圾上厕所；上厕所的游客实在太多
就直接排队上厕所，不用垃圾换绿币；没有垃圾
也可以上厕所，只是方便时捡拾一个垃圾换绿
币。这种模式是倡导一种“免费不免责”的理念，
希望大家在享受干净卫生的厕所时，对环境保
护作出贡献。

编辑点评：“绿币体验厕所”所在的地方还
有旅游公共厕所，这其实是增加了厕所的数量。
而“绿币体验厕所”发挥的作用，更多的是一种
警示：保护环境，人人有责。

国道318线因沿线风景迷人，被誉为“最美
国道”。然而近年来，随着自驾游游客的增多，一
些游客沿途随意丢弃垃圾，让“最美国道”很“受
伤”，这些垃圾主要以塑料袋、饮料瓶和方便食
品餐具为主，有的堆积在路边，有的随风飘落到
路边的山坡下，很难再清理，污染水源，影响本
地居民、野生动物的健康，对脆弱又敏感的高原
生态系统造成巨大影响。为此，在当地政府主
导、社会参与、企业补充下，一种名叫“川藏绿色
驿站”的高原新型垃圾回收公益项目得以运营，

“绿币体验厕所”是其中一部分。对于此类项目，
广大游客理应予以理解与配合，将自己产生的
垃圾随手带走，放到它们该去的地方。旅途千般
景，最美是文明，每个游客都应以加倍的努力，
呵护一路看到的风景，而非做美景的破坏者。每
个看风景的游人，也是风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看风景时的言行是文明的，与整个风景便是和
谐的，给他人的旅途就会增添几许美好。

2025年我国旅游场所
5G网络建设将基本完善

新华社北京4月12日电（记者 王聿昊、张
辛欣）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近日联
合印发通知，明确到2025年，我国旅游场所
5G网络建设基本完善，游客在旅游全过程的
智慧体验将进一步提升。

根据两部门发布的关于加强5G+智慧旅
游协同创新发展的通知，我国将推动5G在旅
游业的创新应用，增强5G+智慧旅游服务水
平，促进5G融合应用发展水平提升和产业创
新能力增强。

通知围绕加强重点旅游区域5G网络覆
盖、创新5G+智慧旅游服务新体验、打造5G+
智慧旅游示范标杆等，提出了9个方面的重点
任务。

在加强重点旅游区域5G网络覆盖方面，
两部门鼓励各地加强国家高等级旅游景区、国
家级旅游度假区、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红色
旅游融合发展示范区等重点区域的5G网络覆
盖水平，优化重点区域及客流密集区域的5G
网络服务质量。

为实现上述目标任务，两部门将加强统筹
协调、加大要素支持、优化创新环境、统筹发展
安全，打造一批5G+5A级智慧旅游标杆景区
和5G+智慧旅游样板村镇，培育一批5G+智慧
旅游创新企业和创新项目，并研制形成5G+智
慧旅游相关行业标准。

小小的风筝
暖暖的陪伴

春暖花开，正是放风筝的好时节。为了
让辖区留守儿童在享受自然和亲情的陪伴
中乐享美好春光，江苏省盐城市公安局亭湖
分局鹤翔警务工作站民警，用小小的风筝，
暖暖的陪伴，让辖区留守儿童感受到了浓浓
的关爱之情。 张凯峰 摄

“不富无以养民情，不教无以理民性”，在
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进程
中，打造新时代文化高地，推进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发展先行示范是一大重点。

以文化惠民“赋美”百姓生活

“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在
北宋词人柳永的笔下，1000多年前的杭州是
一座“爱乐之城”。如今，每逢节假日，在杭州西
湖湖滨、吴山脚下的清河坊步行街、运河边的
运河广场……浙江音乐学院的文艺志愿者团
队都会给市民带来器乐、舞蹈、声乐、戏剧等一
系列高雅艺术的视听展演。

把“音乐厅”“大剧院”搬到街头，给城市生
活增添了浪漫的气息，这种做法在浙江被称作

“文艺赋美工程”。
2022年国庆前夕，上述工程在杭州先行启

动，随后向浙江省推广。它以艺术院校、文化馆
（站）、演艺行业协会等方面的文艺志愿者为参
与主体，选择城市社区、商业街坊、文博场馆、
公园景区以及乡村等适宜空间开展常态化艺
术展演活动，让文艺之美成为浙江人民精神共
富的生动写照。

目前，浙江共遴选设置演出点位192个，
发动文艺志愿者2万余名，开展街头演出上千
场。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书记陈广胜说，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要让文艺像星星之火
那样遍布城市、融入乡村、美化全社会。

根据《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

实施方案（2021—2025年）》，浙江省要推进“15
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覆盖率实现100%。城乡居
民走出家门，在15分钟的步行距离内，就可以到
达公共文化场馆和公益性公共文化空间。

以这个生活圈为依托，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
又推出了线上应用“品质文化惠享”。应用整合了
16个部门和省市县乡村5个层级的文化资源，联
动起浙江省近7万个公共文化设施、8000多个

“15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以及2.3万名从业人
员、2.7万名文化生产者和217万名文旅志愿者。

“共同富裕和现代化的社会，必须是一个
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
社会，是一个既拥有高水平物质生活条件，也
拥有高品质文化生活条件的社会。”中共浙江
省委党校相关负责人表示，全体人民不分城
乡、区域、群体，都公平享有参与文化活动、从
事文化创造的权利，同时共享文化改革发展的
成果，方是精神上、文化上的“普遍富”“共同
富”“全民富”。

以弘扬传统生发创新动力

从宋代窗棂上获取灵感的青瓷杯、青瓷马
拉松奖牌、青瓷U盘、青瓷音乐盒……在“新生
代”瓷艺师叶芳的手下，千年窑火不断的龙泉
青瓷打开了无限的创意空间。“现在龙泉的青
年从业者更注重多维度思考，希望创作出能更
好表达作者认知的作品。”叶芳说。

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是非遗项目，古老
的技艺如何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从

而实现有效传承？近年来，当地加快了数字化
改革的步伐，努力培养年轻力量，搭建青瓷展
陈线上平台，建设青瓷非遗资源库，完善青瓷
产品评价标准体系。

在越剧诞生地嵊州市，一座占地3.68平方
公里的越剧小镇今年春节推出了越剧表演、越
剧沉浸式体验、木雕、微雕、根雕、竹编、紫砂等
一系列项目。以创建国家级越剧文化生态保护
区为抓手，嵊州持续擦亮越剧文化金名片，以
越剧文化先行推动精神富有，不断提升群众文
化获得感和幸福感。

“运河沿线非遗资源非常丰富，当务之急
是要让它们传承好，发扬好。”杭州市拱墅区文
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全区
有区级以上非遗项目131个，不少项目的发展
史都与运河密切相关。“我们现在希望能够营
造出都市里的古韵生活，让古韵生活和时尚潮
流同步发展。在拱宸桥边的运河广场北戏楼，
设立了‘大运河城市非遗会客厅’。”

在浙江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先行
示范的系统工作中，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是一项重要课题。西湖、良渚遗址、大运
河等世界文化遗产，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
传统工艺和传统戏曲艺术……传统文化资源
为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营造了丰厚的底蕴。

目前，浙江文旅部门在完成首批1845项文
化基因解码工程的基础上，又推出“浙江文化标
识”培育计划，已立项“浙江文化标识”培育项目
100个。同时还启动了20个省级传统工艺工作
站和98个省级非遗工坊的创建工作，他们依托

131个传统工艺类非遗项目，以100多家企业为
建设主体注重吸纳就业，促进就地就业增长。

浙江省社科院原副院长、浙江省文史馆馆
员陈野认为，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依赖于长
期的文化积淀，浙江在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
进程中，传统文化中具有深度的思想结晶正是
文化发展的关键内核。

让“最美”从现象成为风景

这几年，“南丁格尔奖章”获得者潘美儿
感到了身边日益集聚的爱心暖流。在她工作
的浙江省皮肤病防治研究所上柏住院部，志
愿者们会定期来给麻风病人理发，学生们会
抽空来陪他们聊天，爱心人士逢年过节会送
来大批慰问品……

打造新时代文化高地，需要高水平推进
全域文明创建，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
入人心。近年来，浙江实施全域文明创建行动
计划，大力推进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
位、文明校园、文明家庭等群众性精神文明创
建，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全覆盖，同
时，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实施“最美浙江人”品
牌提升行动，建立完善关爱礼遇机制。实施全
民人文素养提升行动，建立常态化人文素养
评估体系。 （下转A2版）

第六批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公布
四川又添334个非遗项目

4月10日，四川第六批省级非遗代表性项
目名录正式公布。本批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
录207项、扩展项目名录127项，共计334个体
现巴蜀优秀传统文化的非遗项目列入省级非
遗名录加以系统保护传承。

文旅厅非遗处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省级
非遗代表性项目认定工作着眼完善优化保护
传承体系，在现有省级非遗基础上实现了较大
突破。对融入国家重大战略中具有典型示范标
志的项目，体现大众实践、覆盖面广、民众参与
度高的项目，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起到重要作用的项目给予重点
支持，对民族地区、脱贫地区和灾后重建地区
也有倾斜。

334个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覆盖全省21
个市州，全省提前实现“十四五”期间省级非遗
代表性项目县级全覆盖的目标。长期以来比较
薄弱的传统医药、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项
目此次数量有较大增长，质量也大幅提高。古
籍修复等项目首次列入名录。谐剧、四川方言
吟诵等作为我省独有的艺术形式，填补了非遗
项目的空白。

至此，我省已拥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项目8项、国家级
代表性项目153项、省级代表性项目1132项，
认定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105人、省级代表性
传承人1062人，我省非遗保护传承体系基本
完善，非遗整体性保护格局已初步形成。

（《四川日报》吴晓铃）

观察

外出看风景，最美是文明

4月2日，一则“上海的垃圾桶在哪里”
的话题冲上热搜。有网友表示，“自从搞了垃
圾分类，上海的垃圾桶就集体消失了”。上海
的垃圾桶配置问题，并非第一次引发争议。
为此，该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曾答复：根据
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要求，近年来，为进一
步提升市容环境质量水平，培养市民“垃圾
随手带、垃圾不乱丢、垃圾定点投”的文明习
惯，上海逐步开展了废物箱优化设置工作，
按照结合实际、因地制宜、精细设置、总量减
少的原则，在全市范围内优化道路、公共广
场等区域废物箱设置，在商业文化大街、旅
游景点、车站等人流量较大的区域适当增加
废物箱数量，有效减少废物箱源头污染。

编辑点评：垃圾桶是公共场所的必要配
置，尤其是人流量大、人员集中的场所。实际
上，上海街头的垃圾桶并没有“消失”，而是
正在优化设置。从“满大街都是垃圾桶”到优

化设置垃圾桶，这是城市发展进步到一定阶
段的必然；从市民可随时向垃圾桶丢垃圾，
到引导市民养成“垃圾随手带、垃圾不乱丢、
垃圾定点投”的文明习惯，这同样是社会文
明进步到一定阶段的必然。国外有些城市的
环境治理水平较高，其街头就极少见到垃圾
桶，正是因为“垃圾随手带、垃圾不乱丢、垃
圾定点投”成为绝大多数人的行为自觉。

事实上，撤桶并点，减少垃圾桶的投放数
量，引导市民多走两步投放垃圾，已是一些城
市的管理趋势，其带来的好处，如促进垃圾分
类，减少垃圾产生，还城市以清洁美丽，要远
远大于其带来的不便。今天的不便，是为了明
天的美好。只是，城市垃圾桶的优化设置，是
一场城市精细化管理的大考，让环卫工人的
垃圾袋、手推车收集不便投放的垃圾，在人流
量较大的节日开行流动的废弃物回收车等，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垃圾不乱丢。

今天的不便，是为了明天的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