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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路名成为城市的文化名片
张铁

人民热评

新华时评

致敬，温润人心的不凡力量！
新华社记者 熊翔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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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的冰雪节 5 日刚刚开幕，
贵州榕江的“村超”6 日也已开哨，开
启2024年新赛季。从东北到西南，冬
日里的中国活力满满、热气腾腾。

回看去年五个多月的赛程，超
519 万人次的游客，近60 亿元的旅游
收入，让人更加期待今年“村超”的表
现。相比去年的20支参赛队伍，今年
多达62支报名，几乎囊括榕江全县所
有村队；主办方还抓住龙年春节假期
契机，从大年初四到元宵节每天都组
织比赛，期待迎来更多游客。

其实这场欢乐的体育赛事之前，

榕江多次策划城市IP塑造活动，但效
果不尽如人意。最终点燃这把火的，
还是当地老百姓最喜欢的足球，尊重
人民首创精神、“全民参与”是背后的
密码。

赛场上的人都有谁？教书的、开
饭馆的，还有在外地打零工的；赛场外
的人都有谁？亲友团穿着民族服饰，
随时准备在休息间隙上场，唱侗族大
歌、齐跳多耶舞。这是深深扎根于百
姓土壤的足球狂欢节！

在这样的氛围下，当地百姓纷纷
想的是：我能为“村超”干点啥？“村超”

从赛事组织、晋级规则，到奖品发什
么、节目演什么，全部由老百姓自发组
织、决定、实施；赛场外，志愿者自发接
送游客，宾馆餐厅也都不涨价。在榕
江，大家都觉得，“村超”就是自己干出
来的。调动起老百姓的积极性，即使
身处大山深处、没有专业球星，这群热
爱足球、热爱生活的村民，也能创造巨
额旅游收入，彰显人民群众的创新力
量。

榕江曾是贵州最后一批脱贫摘帽
的深度贫困县，但全县却有25块足球
场 ，当 地 人 深 信“ 人 生 就 该 有 追

‘球’”。最初也有人不看好，但随着当
地百姓几十年的热爱坚持和当地政府
的积极作为，消费的蓝海、发展的沃土
接踵而至。在浓浓的烟火气中，以体育
运动增进发展活力，蹚出了文旅交融新
路子。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共产党
人的奋斗目标。接连出圈的榕江、淄
博、哈尔滨，都在这条道路上作出积极
探索。老百姓需要什么、向往什么，政
府就要在哪多想办法、多扶一把，为群
众得实惠的发展路子出实招、做实事，
老百姓的日子就会更加红红火火。

“三次被村民联名请愿留任的
第一书记”莫日发、“80 多个孩子的
妈妈”朱培娟、传承红色基因的“故
事爷爷”王忠祥、“侠骨柔情的反诈
民警”涂凯峰……4 日，“中国网事·
感动 2023”十大年度网络人物正式
揭晓。他们于平凡中书写不凡，在
寒冬时节带来温润人心的力量。

一个善念能坚持多久？王忠祥
的回答是近 20 年，退休后，他到 120
多 所 中 小 学 校 讲 述 红 色 故 事 ，为

4000 多个孩子校准人生航向；山村
教师杨红军的回答是近 40 年，他坚
守三尺台，燃灯于山林，托举起每个
孩子的梦想；“义务理发师”贾潮江
的回答是 60 年，从年少到白头，数十
年如一日，他始终葆有赤诚奉献之
心……总有些爱，是热血沸腾的信
仰，是不求回报的坚守，让时光流转
中满怀温情。

一声呼唤意味着什么？一声“妈
妈”，是福利院 80 多个孩子最真诚的
依恋，也是朱培娟最高的荣耀奖章，
虽非亲骨肉，依然父母心；一声“莫书
记，你莫走”，是村民们对莫日发的认
可和牵挂，他用辛勤付出、不计回报，

换来山村蝶变；一声“谢谢涂警官”，
是群众对“反诈民警”涂凯峰的由衷
感谢，他用成功预警拦截电诈 3000
余次、冻结止付 50 余起、帮助群众保
住资金 500 多万元的“成绩单”，践行
守护一方财产安全的承诺；一声“念
乡人”，是视频博主莫宙为更美家乡
奋斗的力量……总有些爱，是责无旁
贷的担当，是呕心沥血的奉献，如一
束束光照亮前行路。

一份温暖源于何处？列车被困
时，赵阳坚持着铁路人“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的信念，为旅客们撑起一
处避风港；养父母病重、家庭陷入困
境时，汪萍以瘦弱的肩膀扛起了整

个家，诠释着孝老爱亲的真谛；转业回
家后，“螺丝钉志愿者”朱言春将雷锋
本色作为守初心、担使命的落脚点，驰
骋疆场无畏，平凡岗位不悔……总有
些爱，是守望相助的情怀，是推己及人
的善意，让温暖洋溢四方。

微光闪耀，汇聚大爱星河。一个
个榜样、模范，诠释向上向善的时代品
格。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道德的力
量也是无穷的。迈步新征程，我们要
争做崇高道德的践行者、文明风尚的
维护者、美好生活的创造者，用更多见
贤思齐的行动，彰显温润人心的不凡
力量。

小善点亮大爱，溪流终将汇聚成海！

“村超”热，是乐子也是路子
新华社记者 田宇 刘阳

近来全国部分地区气温骤
降，在此情况下，“极寒天气该不
该点外卖”成为热议一时的话
题，也引发了大家对外卖劳动者
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的关
注。

“极寒天气该不该点外卖”
是个问题。有人认为，“生活不
易，尽量少点外卖”，这样可以让
送外卖人员少受风寒之苦，同时
也能减少安全隐患。也有人认
为，少点外卖，不少人因不能外
出需要点外卖的需求就难以满
足，外卖劳动者的收入也必定受
到影响。大家虽是各抒己见，但
共同表达出的，都是对外卖劳动
者的理解和关怀。点单与送餐
实现的是买卖双方的交易自由，

“极寒天气该不该点外卖”所引
发热议背后折射出的有关外卖
工作者权益的问题，才更应该得
到重视。

严寒天气对外卖劳动者的
保护，看似是小权益，但绝不能
睁只眼闭只眼。

如何回答“极寒天气该不该
点外卖”这个问题，需要对消费
者的便利、外卖员的安全生计，
还有平台的责任和义务等多方
面因素的考量。对于消费者来
说，不妨换位思考，对外卖劳动
者多一些理解和宽容。比如是
否可以考虑提前下单，给自己和
外卖配送人员多留出时间上的
限制；在等待过程中也尽量不催促，在特殊情况下允
许他们迟到，尽可能给予好评。对于外卖平台来说，
他们也需重视对外卖劳动者的安全保障，例如是否能
延长配送时间、剔除超时差评等，帮助他们减轻配送
压力。此外，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相关平台还可为
外卖配送人员发放加绒防寒的围巾、手套、保暖护膝
等物品。通过这些机制和措施，让外卖劳动者在努力
奔波打拼、获取应有收入的同时，能以平等的职业尊
严在城市中立足，追求自己的幸福生活。

“极寒天气该不该点外卖”能引发争议是件好事，
至少它得到了关注，引起了讨论。但各方观点并不是
非黑即白的选择题，不应一概而论。社会各界能给予
长时间暴露在户外，承受着更多不适与风险的外卖劳
动者足够的支持，以及在这种支持下他们能为顾客提
供更优质的服务，才是各方乐见的。

天气虽还未暖，但人心不该冷。每一名劳动者都
有自身的不易，每一份工作都该获得应有的尊重。让
外卖工作者有保障、有权益、有尊严，才是对他们最好
的关爱，也是对“极寒天气该不该点外卖”最好的回
答。

“兴道巷”“崇兴巷”，路名来自唐
代长安城中的坊名；因为旁边有养老
院，取老人的雅称命名“乐龄路”；采自
苏东坡文中“时和岁丰”一词，于是有
了“时和路”“岁丰路”……近日，陕西
西安一批路名打包上新，或是渊源有
自，或是贴切古雅，展示着一个城市深
厚的文化底蕴。

路名，不仅是城市的环境要素，也
是城市的文化标识。云南昆明的“金
碧路”，既蕴藏金马碧鸡的当地典故，
也合乎金碧交辉的天象奇观；走进江
苏南京的“乌衣巷”，会让人想起“乌衣
巷口夕阳斜”的名句；北京的“百花深
处胡同”、河南洛阳瀍河回族区的“勒
马听风街”，都让无数网友赞叹“诗情
画意”……这些路名，植根深厚的文

化，穿越漫长的历史，展现着一个城市
独特的气质和魅力。

不只是有着历史文化韵味的道
路，一些听起来有些“土味”的路名，同
样生长于城市的发展脉络之中。在不
少城市里，都有以“村”“庄”命名的道
路，一些城市的道路名字还有“圩”

“埔”“塘”“湾”等字样。这也不难理
解，随着城市的发展，一些过去的村庄
被纳入城市空间，随山就势因地而命
名，留住了一份乡愁。而以“厂”“店”

“市”等为名，是工商业活动的缩影。
屡屡可见的“航天”“科技”“高新”等，
则是时代发展的折射。行走在这样的
街道上，就如唱针划过唱盘，演绎出一
段城市空间中“光阴的故事”。

可以说，于社会生活，路名是坐
标、是方位；于文化建设，路名是记忆、
是传承。城市的路名，是导航上纵横
交错的回家之路，也是心灵中源远流
长的归乡之路，不仅能带着我们回到

亮着灯光、飘着饭香的小家，也能带着
我们回到历史之河、传统之脉的家
园。路名串联起空间与时间，对接着
历史与生活，为城市生活增添了一份
精神的底色。

一个城市的路名，不仅是独特的
“文化遗产”，更是新鲜的“活的传统”。
近年来，城市面貌日新月异，新建道路
越来越多，给新建道路命名成为一项重
要工作。如何既立足历史土壤，又满足
未来规划？如何既满足公众需求，也符
合时代审美？如何既避免千城一面，又
做到美美与共？可以说，给城市中新建
道路命名，需要有对公众负责、对历史
负责、对文化负责的态度。

城市道路的命名，从来都是兼容
并蓄的，关键在于如何体现出历史传
承、生活接续，呈现出当地的文化特
性。上海许多路名来自全国各地地
名，甚至方位、区域也暗合，形成空间
的对位；陕西西安“未央路”，往西有

“阿房路”“凤城路”，往东有“开元路”“贞
观路”，串起秦汉唐。路名可以新造，文
化难以复制，立足于“一方水土养一方
人”，找到创新的命名思路，才能让路名
成为城市的文化名片。

“城，所以盛民也。”路名，说到底是
为了服务城市中人们的生活。若只是为
求风雅、为求特色而命名、改名，公众有
距离感，地名也难以行之有效、传之久
远。城市道路的命名，是管理者与使用
者共同努力、共同选择的结果，也是可以
流传下去的一种文化创造。这背后，有
着文化孕育、产生、发展、流传的共同规
律，不能不细思之、明辨之。

大街小巷，流动文化血脉；市井阡
陌，升腾人间烟火。路名是地理标志，也
是文化符号。“不薄今人爱古人”，把历史
与现实贯通起来，把实用价值与美学价
值统一起来，把时代精神和城市文化结
合起来，更多有品位、有格调也有人气的
路名，必将串联起更加美好的城市生活。

记者从山西省人社厅获悉，近日
人社部门会同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省人民检察院、省公安厅、省民政厅、
省司法厅、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山
西监管局，就部门协同合力追回违规
领取社会保险待遇有关事项作出部
署，切实加强协作，合力维护社会保
险基金安全。

新华社发 商海春 作

乡间烟火气，“村晚”抚人心
夏振彬

据文旅部微信公众号消息，文旅部将于2024年元
旦、春节期间开展“春到万家”系列群众文化活动，推
出春节“村晚”、“赏年画 过大年”、乡村好物推介等活
动。

你看过“村晚”吗？它是“乡村春晚”的简称，是春
节期间农民群众自编、自导、自演的乡村文艺晚会。

“村晚”听起来“土味”，但并不简单。若论“资历”，早
在1981年小年夜，浙江丽水月山村已出现全国第一台

“村晚”，比央视春晚还早两年。若论人气，“村晚”虽
不及“村BA”那般出圈，但仍是人气爆棚、热闹非凡。
近年来，文旅部连续组织全国“村晚”示范展示活动，
推动“村晚”在全国遍地开花。绿水青山为台、流水人
家为幕，台上各显神通，台下欢声雷动。没有“高级”
的舞台、夺目的灯光，更没有明星大腕，但其气氛丝毫
不输各大卫视春晚。

人们为什么喜欢“村晚”？当然是因为开心呀。
过年，最紧要就是开心。记得小时候，村里过年最让
人回味的事情之一，就是看表演。虽然节目土得掉
渣、“技术含量”不高，但是人山人海、人声鼎沸——一
台演出增添了年味，将欢天喜地的节庆氛围瞬间拉
满，让台上台下洋溢着自然流露、简单淳朴的快乐，这
还不够吗？

当然，也不止快乐那么简单。
“村晚”，展现文化。吹拉弹唱，载歌载舞，非遗展

示……“村晚”的节目或许艺术性不算高，观赏性不够
“炸”，但贵在真正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有着浓厚的乡
土气、烟火气。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逢年
过节，与其喝酒搓麻，不如来一道文化大餐，让这样的
文化活动浸润人心。

“村晚”，增进情感。乡村生活没有很多人想象得
那般闲适自在。很多人一年到头为一日三餐、养老育
儿奔波劳苦。平时各忙各的，那过年呢？一起搞个

“村晚”，增进感情，凝聚乡情，走得更近、关系更亲。
对于“村晚”，一些地方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策划3个
月，排练3个月，演出3个月，回味3个月。”一年12个月
安排得满满当当。话虽夸张，但提醒我们，从想主意
到组“队友”、勤排练，“村晚”确实是增进感情的纽带、
凝聚乡情的桥梁。

“村晚”，承载乡愁。记得电影《我和我的家乡》里
有句台词：“我是在一个小山村里长大的，那是世界
上最美的地方。”无论走多远，家乡总是我们心里最
柔软的地方。而所谓乡愁，总绕不开故乡的山水、美
食、人文。“村晚”讲的是乡音、唱的是乡情、舞的是乡
韵、承载的是乡愁。离家一年，回乡看一场“村晚”，会
让人身有所栖，心有所寄，感到温暖。再把话题说远
点——对游客而言，如此“村晚”、如此乡韵，也是特色
所在、魅力所在。

“村晚”，一缕升腾的乡间烟火气，一道多彩的文
化景观。春节正在路上，我们期待更多的“村晚”出
现，更多的群众参与，让这扇窗口更好反映农民精神
新风貌、乡村振兴新气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