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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里话外

时评

宛诗平

又是一年清明时。春回大地，万物复
苏。祭祀，是清明节最重要的主题。但在
今年，从公祭到家祭，国与家都有着更多的
清新之风——国与家共祭，哀与乐并存，敬
与畏同在。人们不仅在清明之时祭奠亲
人、追思古人，更主动缅怀先烈、祭祀英烈，
无论是著名的红色地标，还是隐匿于背街
深巷的红色场馆，都吸引大批群众接受文
化洗礼，越来越多的人对清明的认识已经
从祭拜祖先的“小爱”上升到祭奠英烈的

“大爱”，在家国同祭中，增进民族情感，涵
养家国情怀，凝聚爱国共识。

家国情怀是传统文化中最宝贵的精神
资源，是中华民族永不言败的力量源泉。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家国情怀所孕育的牺

牲小我成就大我，牺牲个人利益自觉维护
和服从国家整体利益的人生信条，培育了
一代又一代的民族精英和仁人志士，如今
已然穿越浩茫历史，化为激励新时代中国
人奋发图强的巨大精神力量。传承五千多
年中华文明的家国情怀，从中汲取有益养
分，清明节是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清明节
里，亿万中国人在家国同祭中涵养家国情
怀，有利于促进个人与家庭、国家与社会之
间的良性互动，使爱国主义成为每一个中
国人的坚定信念和精神依归。

于个体而言，慎终追远、缅怀先人，感
念先人恩泽、传承优良家训遗风，是清明祭
扫活动的本意。这一过程促进了中国人对
生命本质的思考，也是凝聚家国情怀向心
力的一种体现。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
下”，清明节前后上坟扫墓祭祖，既是寄托

对先人的哀思，更是凝聚家人的团结力与
向心力。好家庭、严家教、好家风，看似是
千灯万盏的温暖，最终，净化的是社会风
习，纯化的是国家风貌。

于国家和民族而言，“一代人有一代人
的使命”。有梦想、有机会、有奋斗，一切美
好的东西都能创造出来。同样，有国家、有
民族、有责任，个体的生命意义和价值才能
彰显出来。面对清明，越来越多的国人走
出个体生命的局限和束缚，把自己的生命
放到时代社会和国家民族的历史进程中去
思考和定位，牢记历史责任、强化历史担
当、扛起历史重任，在家国同祭中涵养家国
情怀，我们的心一定会更沉静，我们的路一
定会更坚毅，我们的梦一定会更感奋。也
唯此，我们才能在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
民幸福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在家国同祭中涵养家国情怀
杨朝清

7 日中午 12 点，江苏扬州市政府
西大院食堂内挤满了前来“尝鲜”的市
民和游客。春节后扬州宣布在清明
节、劳动节、国庆节期间，对外开放扬
州市政府西大院、扬州生活科技学校、
扬州大学瘦西湖校区三家单位的内部
食堂，方便外来旅游者就近就餐。（4月
8日《新华日报》）

作为世界闻名的旅游目的地，扬
州吸引了许多游客。在旅游从精英消
费向大众消费过渡的当下，市场竞争
渐趋激烈；一个城市要想吸引更多的
游客，要想赢得游客的尊重、信任和社
会认同，除了美景之外，还必须有“精
神之美”与“价值之美”，让游客享受更
有品质的“慢生活”，精神上更加满足
与愉悦。

在扬州著名景区瘦西湖附近，三
家单位的“内部食堂对外开放”，彰显
了“扬州欢迎你”的姿态与格调。在食
品安全管控、地方特色菜肴烹制等方
面具备较高水准的这几家餐厅，不仅
满足了游客们从“将就吃”到“讲究吃”
的消费升级，也让他们有了“宾至如
归”的获得感与满足感。

对于本地市民而言，“内部食堂对
外开放”可以让他们揭开神秘面纱，感
受公共机构“与民同餐”的品位与情
怀；对于外地游客来说，有公信力的

“内部食堂对外开放”可以解决他们
“去哪儿吃饭”的难题，既吃得放心，也
吃得舒心。这三家食堂“不以营利为

目的，所有菜品按成本价收费”的经营
理念，切实做到了让利于民，让市民与
游客得到了实惠。

美国社会学家萨姆纳创造了“外
群体”和“内群体”两个概念，认为人们
经由“内群体”不仅可以得到相应的利
益，也会对所属群体持有亲切、安全、
认同和热爱、忠诚等情感，与之相对应
的就是“外群体”。长期以来，“内外有
别”塑造的距离感与隔阂感，在不同的
社会群体之间建构了人为的藩篱；“内
部食堂对外开放”打破了“内外有别”，
彰显了扬州开放、流动、共享、亲民的
胸怀。

在笔者所在的华中师范大学，也
有一家毗邻商圈的食堂对外开放，极
大地解决了在商圈工作年轻人“吃饭
难”的问题。尽管“内部食堂对外开
放”会带来管理成本提升、安全风险增
加等难题，却并非没有办法解决。“内
部食堂对外开放”在越来越多的地方
出现，这不仅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
更彰显了一个城市开放、包容的精神；
在全域旅游方兴未艾的今天，此举擦
亮了城市名片，提升了城市美誉度，有
助于吸引更多的游客。

“我家大门常打开，开放怀抱等
你”，一个懂得换位思考、体谅他人、便
利他人的地方，一个愿意“成人之美”
的城市，自然会让游客“念念不忘，必
有回响”。伴随着社会流动的加速，当
今世界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
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打破内外有别传
统观念对外开放，不妨再多些。

“内部食堂对外开放”
打破内外有别彰显城市格调

黄齐超

昨日，华商报刊发《多所小学发演出券
家长质疑被“套路”》报道。当日，华商报记
者再次就此进行采访。西安人民剧院表示
这是三方合作，与学校无关，画“正”是为了
统计哪个学校喜欢看这部话剧的学生多；
学校老师表示是否观看可自愿选择；西安
市教育局称，商业广告进校园的行为是不
允许的，将调查此事。（4月8日《华商报》）

当地教育部门已经介入调查，学校是
否存在吃回扣的行为？我们尚不能做出或
肯定或否定的结论。不过，这些学校参与
了这一次的商业广告宣传，显然已经违背
了教育的初衷。就此而言，家长的吐槽和
质疑并非毫无道理。

涉事学校回应说，学生自愿观看演出；
西安人民剧院也否认学校参与分成。但
是，这样的回应没有说服力。首先，如果学
校没有介入商业广告宣传，而是剧院的人
员自己站在学校门口发传单，有多少学生
真心地想去看呢？再者，演出券背面居然
印着“写一篇观后感作文”，既然这不是教
师布置的观后作业，帮忙发传单的教师为
何视而不见？

我们参团旅游，都有这样的经验：到了
一个定点购物的地方，导游都会发一张优
惠卡。其实，这张优惠卡就算商场按人头
给导游返点回扣的凭证。剧院用画“正”的
方法，按观看学生的学校统计数量，这极有
可能是他们给学校回扣的凭证。剧院称此
举是为了统计哪个学校喜欢看这部话剧的

学生多，这简直是污蔑我们的智商。
商业广告不允许进校园，学校教师更不

允许吃回扣，参与利润分成，这几乎是人所
尽知的常识。商家不可能让教师白白劳动，
商演进学校的背后，往往是商演组织者与学
校斩不断的利益纠葛。教育是一方净土，学
校是教书育人的场所，不该有浓重的商业气
息，纯洁的校园充斥浓重的铜臭，不利于教
育教学，也不利于学生正确三观的培养。

就算涉事学校教师真的没有吃回扣，但
参与这次童话剧的推广，也已经违规；若存
在吃回扣的行为，则属于严重地违反法规。
窃以为，每一所学校都应该有自知之明，专
心于教育，都应做到洁身自好，自觉地避开
商业的瓜田李下之嫌，不参与任何形式的商
业广告推介，不给家长留下质疑的空间。

学校岂能不避商业的瓜田李下之嫌？

宋鹏伟

近期，据光明网舆情中心观察，有近六
成网友称自己出现了提笔忘字的情况，“生
疏”“写错”“手机”“电脑”成为网友讨论的
高频词。一是发现自己提笔忘字，为此感
到担忧。二是认为当下有不少人忽略汉字
书写，忽视汉字之美。三是担忧汉字蕴含
的传统文化走向没落。四是反思网络时代
淹没了手写。（《光明日报》4月9日）

曾几何时，提笔忘字是很多人感慨青
春不再的符号。然而，当越来越多的年轻
人加入其中，恐怕就不能再以记忆衰退来
解释，这种集体无意识的能力衰减，一定是
符合了某种规律。

“用进废退”的进化学理论，完全可以
解释这种现象。人类所有的技能，都需要
通过不断地练习方能巩固，而一旦不被生
活所需要，重复的频次降低，能力也将退
化。譬如在原始社会，人类的捕猎技能就
远比现在要高超得多，甚至百米速度不亚
于全国冠军，因为能力缺乏就会被淘汰，更
因每天都要用这种能力来果腹。

同样，在互联网时代，人们沟通信息
已很少再使用手写汉字时，书写能力的

退步也是必然。之所以提笔忘字，不仅
因为写得少，更因为忘字也不是什么大
不了的事儿——拼音和语音会告诉人们
正确答案，几乎不影响效率。简体字时
代来临，繁体字日渐退出；影视时代来
临，戏曲逐渐式微；电话和电脑时代来
临，书信也慢慢淡出人们的生活。无他，
当一种新工具的传播与沟通效率成碾压
之势时，旧工具必然会被人们遗忘，这是
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有心者还应当调查一下，互联网时代
来临后，沟通效率比手写时代提高了多少
倍，如果真的可以选择，人们是否愿意回到
过去。效率的飞跃当然不全是优点，那些
看起来显得低效的表达，也包含着更多的
感情、人情味儿和雕琢带来的美感，这些宝
贵的东西也会因沟通成本的降低而不再被
珍惜。进一步说，如果一个人想要以更加
富有文化的方式去表达，这个时代同样提
供了各种便利，只是大多数人无心罢了。
就像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和生活压力的加
大，人们更加追求快餐化的感官享受，能够
慢下来读书和学习的人似乎少了，但你能
说现在获取知识的门槛比过去更高吗？莫
说是提笔忘字，现在连愿意看字的人都少

了，年轻人恨不得以快进的方式来追剧，更
多人沉溺在短视频的快感中无法自拔，无
形中退化的能力又何止忘字一种？

字如其人是一种时代的偏见，多是因
为无法通过更高效的方式了解一个人，而
现在有了大数据，对一个人的画像比过去
要立体和真实得多。同样，汉字不是文化
的全部，忘字也不代表一个人没文化，只是
传播方式的变化让这种不再是必须的能力
退化而已。若整体而论，现代人接受的信
息总量和整体文化水平，比过去高出何止
一个数量级。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人们难免怀念
过去，那些寄托于传统载体的文化内涵，
的确需要掌握与传承，譬如在校阶段的学
习，就不应实用主义至上。当然也必须要
清醒地意识到，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如
果没有客观需要和主观爱好，部分能力的
衰退也是大势所趋。就像很多人已听不
懂京剧、不再用毛笔，可惜是有些可惜，却
大可不必上升到文化衰退的程度，自有热
爱他们的人去传承发扬。而当代人热衷
的那些——以表情、图片、视频和弹幕、二
次元及各种梗来表达感情的方式，不也是
一种文化吗？

“提笔忘字”未尝不是进步的代价

《印象武隆》的演出剧场内，杨兴勇穿
着演出服在进行练习（3月27日摄）。

点点星光下，48岁的农民杨兴勇再
次站到了舞台中央，用自己嘹亮的嗓音为
观众奉上一曲民歌《川江号子》。在重庆
武隆大型山水实景剧《印象武隆》的舞台
上，杨兴勇已经演出了2000余场，让上千
万观众感受到《川江号子》中纤夫们在悬
崖绝壁间为战胜险滩恶水的艰辛和不

屈。杨兴勇，是重庆市武隆区白马镇板桥
村的一个普通农民。随着家乡武隆旅游
业的大发展，他和许多同乡一起开始返乡
寻找脱贫致富的机会。2012年，杨兴勇
成功应聘成为《印象武隆》的一名演员，过
上了拿起锄头当农民，放下锄头做演员的

“双重”生活。随着武隆旅游知名度的提
高，这个地道农民，从武隆这个小舞台，把
《川江号子》唱到了北京、上海、福建、台

湾，甚至被邀请到日本表演。
在《印象武隆》的演员中，像他这样

“拿起锄头是农民，放下锄头是演员”的当
地人还有很多，过去守着绿水青山受穷的
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据新华社

杨兴勇：拿起锄头是农民 放下锄头是演员 卞广春

近日，安徽泗县政协副主席、长沟
镇党委书记卢书林给老人穿鞋袜的视
频，在当地引发热议。视频中卢书林
蹲下身给一名坐在三轮车上的老人穿
上了鞋和袜子。对此，有人点赞，称他
是关心群众的好干部；也有人质疑他
是否在作秀。卢书林说：“点赞和说我
作秀都不重要，我尽心了，他是我们镇
里的老百姓，重要的是他笑了，我觉得
这就很好。”（4月9日《新安晚报》）

人生历事万千宗，问心无愧自从
容。卢书林能有自己的理解，不在乎
网友的点赞或质疑，成熟稳重地做自
己该做的事，让人肃然起敬。身为领
导干部，能认得老人是“镇里的老百
姓”，已经不易；发现老人的鞋袜又脏
又旧，便掏钱给老人买来鞋袜，并俯身
给老人穿上，更是不易。这样做事能
让百姓笑起来的领导干部，即使是作
秀也无妨。

如果卢书林没有县政协副主席、
长沟镇党委书记头衔，人们可能不会
有质疑。相反，按照网络习惯，有人看
了视频后，很有可能用“最美行为”“最
漂亮一蹲”等词汇，把卢书林捧为“网
红”。可因为他是干部，他给老人购买
鞋袜并穿上，有人怀疑他与老人是亲
戚关系，怀疑他是便于媒体宣传报道，
顺此逻辑推理，有人怀疑有其他什么
动机，就不奇怪了。

卢书林给老人购买鞋袜并穿上，

其实是件平常小事。一来，一双鞋加
一双袜40多块钱，谁都花得起，不用刻
意做作；二来，以前老人曾向镇里反映
过问题，卢书林认识也记得老人，老人
这次来咨询事情，被卢书林碰上了，顺
便为之；三则，这位老人近 90岁了，比
卢书林父亲年纪还要大，让卢书林产
生了敬老、同情之心。如果质疑卢书
林作秀的人多了解一点，可能不会有
太多的想法。普通群众想得太多，很
容易让干部有精神上的压力和负担。

现实社会“事难为，人难做”的现
象，确让许多想为群众做好事的干部
畏畏缩缩。这些干部内心不坏，但社
会舆论难让他们把自己与平头百姓相
提并论，遇到普通百姓能做的事，自己
却不敢做。再加上人人都有手机，网
络媒体很发达，担心自己做的事被拍
成视频上传网络，被人揪住小辫子不
放，好事成了坏事，弄得自己哭笑不
得。其原因，是这些干部缺乏一颗平
常心，或平时行为有不检点，心理上有
阴影，让他们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基于此，广大群众要能理解“做干
部难、做好干部更难”，不对一个做好事
的干部轻易下结论、戴帽子，也不过多
怀疑干部做好事的动机，而要一是一、
二是二，客观公正地看待和评价干部。
领导干部为群众多做事、做好事，也要
有“任尔东西南北风”的定力，只要心中
无愧，只要群众满意，认准了就不要轻
言放弃。收到了卢书林的新鞋袜，老人
笑了，是给卢书林最好的评价。

干部做事让百姓笑
即使作秀也无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