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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志勇

◇苑广阔

播雅流风播雅流风
聆听遵义文化的时代回响聆听遵义文化的时代回响

视屏类产品不是儿童的“好玩伴”

“四川造”动画电影《哪吒之魔
童闹海》“高开疯走”，创造中国影
史新纪录。哪吒这个经典IP再度
爆红，各地“抢吒儿”大战也拉开序
幕。天津、安徽等地相继发文，自
称哪吒故里。被誉为“中国哪吒文
化之乡”的四川宜宾，也于2月6日
携哪吒行宫、龙太子“骸骨”等20
余处哪吒实景“参战”。（2月8日
《兰江导报》）

《哪吒2》成为现象级电影，随
着票房的持续攀升，不断刷新着各
项影史纪录。随着电影的爆火，哪
吒这一经典IP也再度爆红，国内
包括四川宜宾、安徽蚌埠、天津市
等地在内，纷纷加入“抢吒儿”大
战，找出各种证据，以求证明自己
才是真正的哪吒“故里”。

哪吒是一个神话传说人物，
是一个虚构人物，他本身就没有
所谓的出生地，自然也就没有

“故里”之说。一些地方争抢哪
吒“故里”的做法，显得有些荒诞
和无厘头。

其实，争抢哪吒“故里”的人也
知道，“抢吒儿”只是表面现象，所
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蹭一蹭
电影《哪吒2》的热度，打响当地的
知名度，为地方发展旅游经济做出
贡献，才是真正的目的。

虽然哪吒没有“故里”，但
“哪吒文化”在很多地方存在。
就像这次加入争抢哪吒“故里”
的几个地方，当地就存在很多

“哪吒元素”，哪吒作为神话传说
人物，在当地具有广泛的影响力

和群众基础。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允许和

鼓励这些地方深度发掘“哪吒元
素”，发展“哪吒文化”，为当地旅游
文化、旅游经济发展做出贡献。从
这个角度来说，没有“户籍”和“故
里”的哪吒，反而会帮助更多的地
方从这个经典IP当中获益获利，
这并不是一件坏事。

同时，各地在发展“哪吒文化”
的过程中，还应尊重神话传说，考
虑群众感受，不能过于牵强附会，
否则会适得其反。

说到底，我们不一定非要“独
占”哪吒，而应从自身实际出发，从
不同角度，以不同形式，挖掘“哪吒
元素”，发展“哪吒文化”，推进文旅
深度融合发展。

争抢“哪吒故里”不如发掘“哪吒文化”

◇唐传艳

近日，男子砸陌生人车窗取自
动体外除颤器（AED）救父亲的消息
引发关注。该事件无论过程还是结
果都充满了正能量，尤其是，涉事双
方都体现出很高的个人素养。生命
重于一切，救命不可等待。

事件中，男子毫不犹豫地砸车
窗取AED，抓住分分秒秒抢救突发心
梗的父亲，不仅行动十分迅速果断，
而且对急救也表现得很自信。更令
人钦佩的是，车主蒙受了AED耗材被
使用和车窗被砸烂等损失，却能够大
度地一笑了之不予追究，以及展现出
的尊重生命和包容、大度等美德。

此事虽然值得称道，却启发了
我们进行另一些思考。比如，尽管
救人要紧，但财产损失也不能毫不
顾及；此外，车主虽然愿意承担损
失，但社会不能让好人吃亏。只有
兼顾好救人与财产保护，平衡好涉
事各方的利益，方能让临时急用私
人急救设备不是出于紧急避险，而
是出于常规性操作，并有细致的规
则可以遵循。

比“砸车窗取 AED 救父”更好
的做法是，AED等私人急救设备器
材能够实现共享。当前共享经济
发展迅猛，有必要探索将私人急救
设备器材也纳入共享的范畴，事后
通过共享经济模式，由受益者向急

救设备器材拥有者给予补偿。或
成立特定的基金，承担由此导致的
损耗和损失，确保使用和借用双方
不因经济问题产生矛盾，更要维护
好施救者与被救者的正当利益。

更要看到，让私人急救设备器
材发挥更大功效，相关各方应持续
作出努力。现在AED等急救设备
器材越来越便宜，私人普遍买得
起，车企也配置得起。可考虑在更
多车型上安装急救设备器材，并将
使用这些设备器材纳入常态化培
训的范畴。车辆远程开锁技术是
否成熟，以及是否得到普及等，决
定着施救者取用急救设备器材的
速度，不仅技术应进一步提升，兼
顾好安全性与便捷性，而且还应让
更多人了解并熟练使用这项技术。

当前流动急救设备在街上日
益多见，有的是私家车主将AED放
置在车上，并明示他人，急救时可
以砸窗取用；有的则由爱心人士带
设备上街，通过“急救随时喊停”等
方式，连人带设备为他人提供急
救。这类现象值得赞扬，也向社会
抛出了一个急救新命题，只有尽快
明确规则，方能既提升急救设备器
材的使用效率，又协调好涉事各方
的关系和利益，为民众的生命安全
再增一道坚固护栏。

砸窗取AED救父
生命至上，规则也需就位

◇张 翼

◇徐向东

春节假期后，务工人员陆续返
岗，遵义多地陆续开行“务工班车”

“务工专列”，为务工人员提供“点
对点”返岗服务，保障外出务工人
员温暖复工。

“点对点”运输服务畅通返岗之
路。过完年后，大量外出务工人员
返岗，“点对点”运输服务备受务工
人员欢迎。集中组织“点对点”运
输，外出务工人员无需再“蹲点”抢
票，减少了交通费用，省钱又省心。
通过“点对点”运输，外出务工人员
可以直接从居住地到达工作地，减
少了中间转乘环节，缩短返岗时间。

“点对点”返岗助力企业及时
复工。为全力支持返岗复产，遵义
多地“点对点、一站式”有序组织农
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切实缓解企业
用工的燃眉之急。“点对点”运输服
务不仅帮助务工人员顺利返岗，还
通过精准对接用工需求，保障企业

顺利复工，促进经济的发展，推动
实现一季度经济“开门红”。

“点对点”返岗行动促进农民
工就业。大量务工人员离开家乡
来到城市，正是因为“机会多”。“务
工班车”“务工专列”上满载的是对
新机遇的期待。为确保外出务工
人员更好就业，遵义在帮助大批务
工劳动者陆续返岗的同时，还通过
针对性的职业指导服务，结合市场
用工需求和个人就业意愿，定制推
荐个性化的定向培训项目，并给予
培训补贴支持，助力其掌握一技之
长，提升就业竞争能力。

“点对点”返岗、“心贴心”服务
是一件利民惠企的民生实事。期
待“点对点”返岗运输服务力度更
大一点、频次更密一点、持续时间
更长一点，全力促就业、保用工、优
服务、助发展，帮助务工人员顺利
开启新一年务工增收新征程。

期待更多“点对点”返岗“心贴心”服务

东风夜放花千树，灯火阑珊庆
上元。一年一度的元宵佳节，锦绣
山河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氛围、
福满四季的场景。

祖国山河春景秀，佳节正是奋
斗时。

亚冬会赛场上，中国健儿全力
以赴、团结拼搏，刷新着拿金牌、升
国旗、奏国歌的“中国速度”，以醒
目的中国红祝福祖国、致敬人民；

新春之际，DeepSeek 横空出
世，被誉为近期全球科技领域的

“现象级事件”，满满的AI味、科技
感，创新中国照亮生活、造福世界
之路越来越宽广；

“新春第一会”密集召开，全力抢
抓一季度、奋战开门红。继“新年第
一会”——抓产业抓项目抓招商推进
会之后，贵州“新春第一会”聚焦加快
构建富有贵州特色、在国家产业格局
中具有重要地位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遵义对标对表，快马加鞭向“黔”进。

每逢佳节倍思亲，灯火里的中
国，家国共团圆。团聚最喜悦，团

圆最幸福，团结最有力。我们更加
懂得，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
民族才能好。

万家灯火里，同此中国年。让
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蔚
然成风。遵义，这座“遵道行义、自
强不息”的历史文化名城、全国文
明城市，在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
重家风等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
势和丰富资源。

人间有情，美美与共。一轮圆
月照遵义，龙狮共舞闹新春，祈福
许愿灯如昼，国潮雅韵越古今。在
遵义，这里火树银花不夜天，非遗
展演匠心传，烟火璀璨庆佳节，更
有“半价吃”“送酒水”“欢乐唱”等
诚意满满的促销活动，让元宵佳节
与民生情怀交相辉映。

月光如水、月印万川，在奔向美
好生活的征途上，只要初心皎洁、内
心滚烫，团结一致、笃定前行，就一
定能够精彩出彩、绽放华彩。愿每
一天都如佳节一般充实绚烂，所愿
皆所成，多喜乐、长安宁！

万家灯火里人月共皎洁

2月6日，蛇年新春以崭新之
姿亮相的遵义市博物馆举办新
展。由市文化旅游局主办、市博
物馆承办的“圣地名城 播雅流
风——遵义历史文化展”开展。
（2月7日《遵义日报》）

十步之内，必有芳草。源远流
长的遵义文化，将遵义的城市文化
根脉不断延伸拓展。从“圣地名
城 播雅流风——遵义历史文化
展”出发，去追溯探寻遵义绵延至
今的文脉传承。

“圣地名城 播雅流风——遵
义历史文化展”以通史展的形式，
通过“娄山南北 文明曙光——石
器时代的遵义”“邦国部族 百濮夜
郎——先秦时期的遵义”“归于一
统 交往交融——秦汉三国两晋南
北朝时期的遵义”等六个部分，全
面、系统展示了自旧石器时代至
1949年12月遵义全境解放不同

时期的历史和文化沿革。遵义通
过持续不断的努力，让优秀传统文
化挣脱岁月的尘封，焕发出蓬勃的
生机与活力，为古老的优秀传统文
化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力。

有一种精神，值得我们永远传
承；有一种使命，值得我们永远牢
记。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只有
传承历史韵味、坚守文化品位的城
市，才是具有蓬勃生命力的城市。
城市文明传承和根脉延续十分重
要，传统和现代要融合发展，让城
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

文化是决定城市活力、潜力和
创新能力的重要因素，推动城市发
展必须大力推动文化繁荣兴盛。
回溯遵义历史文化发展“原点”，不
止能看见遵义的岁月印迹，更能听
见这座城市发展的脉搏。让传统
文化恢复昔日光芒，答好昨天、今
天、明天相互融合“命题”。

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更好传承
历史文脉，必须秉持整体性保护、
系统性传承、创新性发展的原则。
应深刻理解历史文化保护与传承
的价值和意义，通过不断努力，推
动区域文化凝聚力、文化创造力、
文化支撑力、文化服务力、文化影
响力显著提升，凝结文化自信之

“魂”，书写文化创造之“新”，塑造
文化传播之“形”，唱响时代弦歌。

新时代新征程，穿越时空，置
身于历史长河之中，既需要守住优
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做到薪火相
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
陈出新。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在
勇于探索实践中赋予历史文化遗
产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现形式，
实现“左手传统文化，右手时尚生
活”的文化有机结合，持续擦亮遵
义历史文化名城品牌，展现圣地名
城的时代风采。

当年轻父母把平板电脑放
进婴儿车，数字时代的焦虑便
悄然渗透进孩子最初的成长。
国家卫健委8日发布了《婴幼
儿早期发展服务指南》，明确提
出，不宜将视屏类产品作为儿
童的“玩伴”，0岁至3岁的婴幼
儿应当不接触任何形式的视屏
类产品。

神经科学研究表明，过早
接触屏幕，婴幼儿大脑前额叶

皮层发育会滞后，影响未来的
注意力与情绪调节能力。

父母把手机当“电子保姆”，
原本通过拥抱、对话、共读建立
的依恋关系，被屏幕无情破坏。
这种感官剥夺正引发新的发展
危机。婴幼儿通过滑动屏幕认
知世界，失去的不仅是手指精细
动作发展机会，还有对物质世界
重量的真实感知。

解困关键在于重构儿童发

展生态系统。提升代际互动质
量，将“陪伴”从时间概念升华
为质量概念。建立数字产品准
入屏障，亟需建立年龄分级体
系，对早教类 APP 进行认知发
展影响评估。优化公共服务供
给。如提供免费的玩具图书
馆、亲子游戏空间等，缓解家庭
育儿压力，创造屏幕之外的成
长选择。

（关育兵）

（陈彦霖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