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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是亲人团聚、走亲访友的好时光，
天真烂漫的孩子给人们带来欢声笑语。但
遗憾的是，一些“恶趣味”逗弄孩子的行为
也不时出现。

实际上，多数成年人逗孩子的行为并
没有恶意，甚至是发自内心的喜爱。但由
于孩子的认知能力有限，心智尚未成熟，
难以明确表达内心的感受。如果大人开
玩笑超过了“度”，用欺瞒、引诱、愚弄等方

式逗弄孩子，拿孩子的纯真可爱取乐，这
是对孩子的不尊重，更不利于孩子的身心
健康。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大人需要换位
思考、转变观念，与孩子逗趣时，要以让孩
子学到知识、健康成长为出发点。这样有
才利于培养孩子健康的身心，也有利于形
成良好的亲子关系、和谐的家庭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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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期间一些民俗活动的举办，增加了民
众对祖先文化的认同，理应受到社会的理解与
尊重。但是，也必须看到，习俗大都是特定时代
的产物，理应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2月1日是大年初五，武汉数十万市民涌
往归元寺上香祭拜财神爷的报道在各大网站
颇为抢眼。从媒体发布的照片来看，现场人
潮汹涌，火光遍地，浓烟遮天蔽日。为了确保
安全，武汉警方不得不出动了上千警员维持
秩序，以免发生意外。

大年初五祭财神，是我国许多地方的传统
民俗。在新年到来之际，民众有一些传统的祭
祀、祈福仪式，本也在情理之中。但是，此报道
呈现的场景，却让人看了觉得不是滋味。数十
万人涌向一座寺庙，类似这样大规模的人群自
发性集结，且点火焚香、烟雾缭绕，极易引发踩
踏、火灾等事故，存在巨大的安全隐患。而当地
公安机关迫于无奈，节假日不惜出动上千警力，
也耗费了大量警务资源。

更重要的是，这种点火焚香、浓烟弥漫的
现象，实在为春节的喜庆增添了几分不和谐
的色彩。难怪有些网友不克制地斥责这些祭
财神者，甚至言出不逊。

如今，当我们生活在高楼林立的大都市，

空气质量不好。这一习俗带入城市，就往往
会严重影响空气质量。

其实，不管是迎财神，还是祭祀祖先、抢头
炷香，同样可作如是观。以归元寺来说，古时候
此寺地处僻静之地，每逢初五，寺庙周边民众到
庙里上香祭拜，讨个彩头，无可厚非，但如今武
汉已是上千万人口的大城市，再大规模迎财神，
就易导致如今数十万人人头攒动、烟熏火燎的
场景。而揆诸全国，类似祭财神的地方，不止武
汉一地。

当然，移风易俗需要时间和耐心，不可
鲁莽行事。但是，文化的生命力重在创新，
只有适应社会环境变化不断创新的传统才
是富有生命力的。那种认为没有烟花爆竹
就没有年味的观点，认为不祭祀财神就妨
碍发财的心理，颇为偏颇，也低估了创新传
统的能力与动力。

据媒体报道，今年各地城市里放炮的人
明显减少，烟花爆竹销售摊点遇冷，说明经过
多年广泛深入的宣传，也由于民众对雾霾笼
罩感同身受，很多人已经不再认为“炮声四
起”才代表着年味。

事实上，我们的传统习俗，只有在不断创
新中，才能更适应现代文明。

“有年味儿”不意味非要烟熏火燎
新 京

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过年的方式
也悄然发生着变化。相对于过去春节“大吃大
喝”“熬夜打牌”，如今人们更倾向于以健康的方
式迎接新春到来，春节愈发成为人们追求健康生
活的新起点。

过年不过年，年夜饭当先。辛苦在外工作一
整年，回家和父母妻儿围坐一桌吃个年夜饭是最
幸福的事。如今，年夜饭餐桌上老传统生出新内
容：大鱼大肉越来越少、有机蔬菜越来越多；高油
高盐越来越少，营养物质越来越多；酩酊大醉越
来越少，品茶论道越来越多。

除了吃，如今过年的方式也越来越健康。“过年

每天三顿酒，吃饱喝足上炕头”成了“老皇历”。利用
难得的长假，陪同家人或者约上三五好友一起出
去旅游渐成“新时尚”。南方的朋友喜欢到东北
溜冰、滑雪、泡温泉，感受北国冬趣。北方的朋友
愿意到南国踏浪、潜水、吹海风，享受正月骄阳。

“每逢佳节胖三斤，三斤过后又三斤。减肥
拼命小半年，未到成功又过年。”随着健身文化的
日益普及，这首一度风靡网络的《胖胖诗》也逐渐
由写实走向娱乐。形成健康的生活习惯、增强自
我保健能力和疾病预防能力成为越来越多人的
主动选择。有氧力量健美操、瑜伽卧推马拉松，
丰富的全民健身项目让过年的内涵不仅是喜庆、

幸福、祥和、团圆，更是健康。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如今，健康

中国建设正在加速推进，人民的健康被放在优先
发展地位。以普及健康生活、优化健康服务、完
善健康保障、建设健康环境、发展健康产业为重
点，努力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是实现“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
国梦的重要基础。

通过全民健身实现全民健康，进而实现全面
小康，是中国人的一大目标。保持身体健康、快
乐享受生活是我们每个人的小目标。这一切应
该始于春节这个健康中国的新起点。

让春节成为健康中国的新起点
张逸飞

近年来，随着精准扶贫工作的深入推进，不少
贫困地区的生活水平明显提升后，一些群众开始意
识到“没有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

不少群众表示，现在不缺吃不缺穿，就怕得病
进医院，虽然大病医保由国家兜底，但身体不好不
仅影响务工耽误挣钱，更容易让整个家庭返贫。因
此，运动健身成为不少农村群众的追求。

春节期间，各地举办多种形式的农民运动会、
篮球比赛等，全民健身赛事几乎成了当地春节的标
配，几块香皂、一袋洗衣粉、几条毛巾等奖品，就能
让群众在严寒中挥汗如雨，这也从一个侧面展现出
农村群众对体育健身的渴求。

体育的首要作用是增强群众身体素质，但多地
实践证明，体育的作用不止于此，比如农村体育运
动红火的地方，当地玩牌耍赌、打架斗殴的就少，村
民精气神就好。

当前，各级政府对贫困村进行精准扶贫，逐步
完善的基础设施和日益成熟的产业正发挥积极带
动作用。同时，一些帮扶部门还从搞活农村精神文
化生活、力促农民健康脱贫的高度，为一些贫困村
建体育场地、配运动器材。

脱贫致富不仅是生活水平的改善，更是生活方式
的革新，在助力群众脱贫的同时，不应忽视体育扶贫、
健康脱贫。让体育成为健康生活方式引领者，对于脱
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意义重大。

对此，一些干部群众建议，在继续大力向农村
尤其是贫困农村配备健身器材的同时，还应根据农
村留守老人、妇女、儿童多的实际，引导开展特色体
育活动，激发群众运动热情。此外，还须加强体育
运动的宣传推广力度，纠正部分干部群众“干农活
等同于健身”的错误观念，让群众通过多领域体育
知识的普及，认识、从事、爱好一项或几项体育运
动，让体育的溢出效应更加强大，助力健康中国。

精准扶贫

莫忘让群众“健康脱贫”
何晨阳

舌尖上的安全大于天。国家向来高度重视食
品安全监管，并通过部门改革解决了“九龙治水”的
困境。可食品安全事件为何仍屡见报端？一个重
要原因是，当前对执法人员只惩不奖的制度短板，
降低了执法人员的积极性和食品安全监管的成效。

记者在一线采访时，曾听到不少执法人员抱怨
说：食品安全这一急、难、险、重的工作，本应是立功
升职的好战场，但现实却是做好了不奖励，做不好
了被追责，成了谁都不愿意干的苦差事。有些领导
不好意思分派给下属这个出力不讨好的工作；普通
职员不想学食品知识，怕被安排到食品线上；已经
从事食品监管工作的人则想离开……

诚然，加重对食品安全监管执法者的责任追究，能
促使他们更尽职尽责，这也是工作侧重点之一。但由于
缺乏相应的激励制度加以平衡，使得在实际工作中，一
些执法人员因担心背责而畏首畏尾，执法成了唯恐避之
而不及的前途冒险。

不难想象，如果执法人员心思不在工作上，食
品安全监管注定会出纰漏。因此，提高执法人员的
积极性，让其回归工作本位，乃是加强食品安全监
管的当务之急。

当前，一些地区已经在进行物质奖励等各种尝
试，并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要从根本上予以改观，
仍需要有更科学、系统的制度设计。

只惩不奖

不利于食品安全监管
韩振 程千懿

如果将文化看成一棵大树，那
么，深植于土壤的根系，必然是内
容创作。

但在目前的文化生态中，内容
创作并未有与其相配的地位、作用
与回报。

长期以来，我们都欣喜于文化
产业的飞速发展，可高速转动的车轮
也容易让人昏昏然忘记本真，于是，
扼住不少文化产品命脉的，不再是内
容本身，而变成了其他要素。比如决
定一部电影生死的，往往是排片率多
寡、流量担当的多少，电影本身反倒
成为其次；决定一个文化项目能否立
项的，往往是能否带来相关经济效
益，而非文化价值……

现在大家都在谈发展文化产
业，但产业发展如果没有根基，没有
标杆，没有高度，将很难实现。筑牢
文化根基的，正是内容创作。文化如
果忘记自己的本原在哪里，屈膝去当
市场的奴隶，只会造成优质内容的流
失、匮乏，让文化的发展犹如空中花
园，丧失扎根的土壤。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不
要发展各种产业要素。正相反，内
容创作呈现弱态，恰恰是因为产业
发展还不够充分，没能将内容与价
值之间的转换渠道彻底打通。不
少庞大的内容资产，还需要努力寻
求各自的变现路径。不少优质内
容的生产者，还难以得到资本市场
的肯定。

我们需要的，是在坚持发展的
同时，回归行业本真，让追求优质
内容本身重新成为行业的基本价
值认同，让决定任何一种文化产品
生命力的，最终在于其自身的文化
内容，而不是其他附加种种。

文化的根系

是内容创作
曹玲娟

春节期间，游子回到家乡，从
内心深处感受着家乡的蝶变，吐出
心中的自豪：“厉害了，我的邵阳”。

城市焕然一新的面貌改变了
我们的思维。如今，邵阳的市容环
境越来越干净，城市的面貌发生了
脱胎换骨的变化。人们安居乐业，
幸福生活。邵阳城区从东到西、从
南到北扩大了不少，美丽的爱莲文
化广场、漂亮的资江南路夜景、鳞
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干净整洁的大
街小巷、还有刚刚开放的博物馆
……大家都觉得邵阳变美了、变新
了、变宜居了，心中的幸福感和归
属感油然而生。当初，多少人认为
我们的基础工作太差，我们的钱太
少。但市委政府主要领导采取了
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办法，克服了一
系列困难，充分体现了领导们的决
断力和执行力。“禁摩限电”行动、
最美十条街改造、大街小巷提质改
造等任务圆满完成，邵阳成功获评
省级文明城市、园林城市，千年古
城变成现代化的新城。

交通突飞猛进的发展超乎了
我们的想象。沪昆高铁的通车，娄
邵铁路扩改开行动车，纳入“八纵
八横”的大通道网，邵阳已昂首迈
入“高铁时代”。高速公路总里程
达到506公里，成功实现县县通高
速。武冈机场即将通航。从此山
不再高、路不再漫长，邵阳的“铁公
机”立体交通格局已然形成。邵阳
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奔向发展的
康庄大道，正一步步接近“全国区
域性综合交通枢纽”的目标！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
碑。如今，邵阳的百姓对领导干部
的评价不断提升。我市正处在加
速发展和加快赶超的关键历史时
期，只要我们敢于担当、勇于创新，
必将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厉害了，我的邵阳
彭国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