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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乡村文化迸发新活力

释放乡村文化的内在魅

力，既需要在深入挖掘、强化

保护上下功夫，也需要在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上做

文章

憨态可掬的泥娃娃、色彩艳丽的

木板年画、形象生动的木雕……在山

东惠民县火把李村举办的传统工艺大

会活动现场，千种非遗作品引来人们

驻足欣赏。精彩亮相的非遗作品，百

余名非遗艺人现场展示的“绝活”，彰

显着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映照着乡

村文化的繁荣景象。

乡村全面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

魂。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繁荣发

展乡村文化”“加强乡村优秀传统文化

保护传承和创新发展”“促进‘村BA’、

村超、村晚等群众性文体活动健康发

展”。文化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重

要内容，能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动能

和支撑。

乡村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

载体。广袤的乡土，既有古村落、古建

筑、民族村寨、文物古迹、农业遗迹等

具有农耕特质、民族特色、地域特点的

物质文化遗产，也有民间艺术、戏曲曲

艺、手工技艺、民族服饰、民俗活动等

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既是乡村独特

的文化标识，也承载着人们的文化乡

愁。加强保护传承，把乡土特色文化

融入乡村建设，方能在丰富农民精神

文化生活的同时，更好延续乡土文化

根脉。

释放乡村文化的内在魅力，既需

要在深入挖掘、强化保护上下功夫，也

需要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上做

文章。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直苴村的

村民李济雁，在县城的彝绣一条街开

了店铺，售卖贴近现代人生活的文创

产品，例如绣着精致图案的彝绣笔记

本，装点着彝绣的商务包、小摆件等。

古朴与精致碰撞、传统与现代交融、民

族与时尚牵手，让古老技艺焕发了新

活力。彝绣文创不仅走入更多人的生

活，也日益走向世界，由楚雄彝绣饰品

缀饰的时尚服装去年9月在米兰时装

周上闪亮登场。这从一个方面启示我

们：让乡村文化真正活起来，需要坚持

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把乡村

文化与现代文明要素、农村农民发展

需求等结合起来，不断赋予乡村文化

新的时代内涵、表现形式。

乡村文化振兴，关键在人。在促

进乡村文化振兴的过程中，农民既是

受益者，也应成为积极的参与者。安

徽金寨县大湾村，连续6年举办农民村

晚，村民自己编排，年轻人也热情参

与。丰富的文化生活令人感慨，大家

的精气神越来越足，对美好生活有了

更新的期待。坚持农民唱主角，不断

提高其参与度，同时吸引一批乡土文

化人才、培育群众文艺团队，壮大乡村

文化人才队伍，才能让乡村文化具有

持续发展的澎湃动能。

放眼神州大地，各地乡村文体活

动规模不断扩大，乡村文化迎来了更

多发展机遇。期待越来越多地方把保

护传承和开发利用有机结合，把农耕

文明优秀遗产和现代文明要素有机结

合，汇聚起推动乡村文化振兴的合力，

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来源：《人民日报》（2024 年 03 月

25日 第05版）

“饭菜有荤有素，价格实惠品类

多，对我们独居老人来说太方便了。”

辽宁省阜新市孙家湾社区惠民大食堂

开业以来，许多老年人赞不绝口，成了

这里的常客。开设社区食堂，让老年

人在家门口吃上助老餐，既“暖胃”又

“暖心”。

在家门口吃上一口热乎饭，不仅

是老年人生活所需，也是子女心之所

系。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和家庭

结构变化，高龄、失能、独居、留守老年

人数量持续增长，助餐服务已成为老

年人的普遍需要和热切期盼。党的十

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高度重视老龄工作，精心谋划、统

筹推进老龄事业发展。各地积极探索

老年食堂、送餐上门等服务形式，积累

了不少好的经验做法。同时也应看

到，老年助餐服务在覆盖范围、供给质

量、方便可及程度、持续发展能力等方

面，与群众的需求和期待仍有差距，还

要进一步扩面提质增效。

公益是老年助餐服务的底色，与

社会化餐饮相比，“微利惠民”是老年

助餐行业的重要特点。但这也导致其

盈利点不够清晰，加上配套服务体系

建设还不够健全、客流不稳定等因素

影响，一些助餐机构出现了经营困

难。进一步推广老年助餐服务，应在

设施场地、资金筹集、税费减免等方面

加大支持力度，并提高政策精准度。

除了政策“输血”，还要充分发挥市场

机制作用，不断提高助餐机构“造血”

能力。实践中，有的机构分年龄段错

峰供餐，拓展消费人群；有的机构同时

销售农副产品，增加经营收益。从老

年人的现实需求和助餐服务的运营实

际出发，引导更多主体参与，完善多元

筹资机制，落实各项优惠措施，才能进

一步扩大服务覆盖面，形成更合理的

布局，为更多老年人提供便利。

发展老年助餐服务是支持居家养

老、增进老年人福祉的重要举措，但各

地群众收入水平、老年人实际情况、市

场发育程度并不一样。做好老年助餐

服务，要因地制宜，灵活多样创新服务

方式。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在保障基

本需求的基础上丰富服务内容，根据

老年人的饮食习惯、营养需要，提供个

性化餐食和服务。比如，江苏省无锡

市推出智慧助餐服务，老年人刷脸即

可完成选餐、结算，还能定期拿到个人

营养分析饮食报告。基础相对薄弱的

地方，就要想办法整合各方面资源，优

先解决有没有的问题。比如，有的地

方利用机关、事业单位及高校的食堂

资源，设立“长者饭堂”专区或者专窗；

有的地方创新“邻里互助式”助餐模

式，引导多户搭伙、结对帮扶。这些有

益尝试说明，只要心系群众、情系老年

人，开动脑筋、创新思路，总能找到打

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把好事办好、实

事办实、难事办妥。

小小助老餐，惠及大民生。我国

正加速进入老龄化社会，截至2023年

底，我国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

2.97 亿。加快构建覆盖城乡、布局合

理、方便可及的老年助餐服务网络，进

一步扩大和优化服务供给，定能更好

满足老年人就近就餐需求，让他们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

有保障、更可持续。

来源：《人民日报》

（2024 年 03 月 27 日

第05版）

——乡村全面振兴里的发展新机遇④
孙明霞

小小助老餐，惠及大民生
——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①

高世林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是国

家的一项长期战略任务。今年

初，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

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

的意见》提出，“加快银发经济

规模化、标准化、集群化、品牌

化发展”“让老年人共享发展成

果、安享幸福晚年”。本报转载

《人民日报》系列评论，探讨如

何丰富养老产品供给，提升质

量水平，更好满足老年人多层

次、多样化需求。

——编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