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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按斩子》《三篙恨》《三子贵》……在

湖南省岳阳县文化馆，只需花一元钱，群众

就能畅享一场地方戏带来的文化盛宴。自

2012 年以来，岳阳县以“政府买单、剧团服

务、百姓受惠”的运行机制，持续开展“一元

剧场”文化惠民活动。“常年举办、月月创新、周

周火爆”，“一元剧场”已累计演出超 200场，惠

及群众 60余万人次。“一元剧场”的创办和开

展，让越来越多人得到精神滋养，成为提升

群众文化获得感、幸福感的生动实践。

文化是凝聚人心的精神纽带，也是增进

民生福祉的关键因素。习近平总书记对宣

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提出“七个

着力”的要求，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着力

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党的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进文化事

业和文化产业全面发展，推动文化惠民、文

化悦民、文化富民在新时代文化繁荣发展中

不断实现。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引领，

不断开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新局面，必须深

刻体会到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体现了

我们党领导和推动文化建设的鲜明立场，把

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宣传思想文化

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新时代以来宣传思想文化改革发展历

程，贯穿着以人民为中心的鲜明主线，充分

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深厚的人民情怀。指

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

文艺”，强调“要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

均等化，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重心下

移、共建共享，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高

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覆盖面和适用性”，要

求“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

经济效益相统一，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

文化经济政策”……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

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文化为什么人的问题，

彰显了党的性质宗旨和初心使命。只有坚

定人民立场，增强文艺原创能力，提高公共

文化服务水平和文化产业发展质量，才能更

好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增强人民

群众文化获得感、幸福感，也才能充分激发

人民群众的活力创造力，使文化发展获得不

竭动力源泉。

以人民为中心，就要把人民作为文艺表

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

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

职。从《伟大征程》《我们的四十年》《外交风

云》等重大主题作品成为群众的“精神刚

需”，到《大江大河》《山海情》《人世间》等优秀

现实题材作品深受欢迎，再到《只此青绿》

《国家宝藏》《典籍里的中国》等作品展现厚

重中华文化底蕴，新时代以来，我国文化艺

术创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精品

更多，质量更高，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实践证明，创造更多同新时代相匹配的文化

精品，实现从“高原”到“高峰”的迈进，就要

紧跟时代潮流、把握人民需求，为人民书写、

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从人民生活和祖

国 大 地 获 得 取 之 不 尽 、用 之 不 竭 的 创 作

源泉。

公共文化服务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

好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主要途径。在城市，

“城市书房”“文化驿站”等文化空间人气高

涨；在乡村，乡亲们在文化服务中心读书看

报、观赏电影、开展文体活动；在线上，数字

图书馆、国家公共文化云平台、“云端博物

馆”等内容丰富，优质的文化艺术资源不再

受时空阻隔……近年来，覆盖城乡、便捷高

效、保基本、促公平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加快构建，广大群众享受到更加充实、更

为丰富、更高质量的精神文化生活。面向未

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立足城乡特点，打造

有特色、有品位的公共文化空间，深入实施

文化惠民工程，扩大公共文化服务覆盖面，

增强实效性，定能更好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

活新期待。

文化来源于人民、属于人民，必须服务

人民、惠及人民。新征程上，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

导向，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保障人民文化权

益，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就能以高质量

文化供给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

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为广大人民群众提

供更丰富、更有营养的精神食粮，为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
—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引领不断开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新局面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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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将至，年夜饭预订热门紧俏，年货

选购红红火火。一个显著变化是，紧盯大

鱼大肉的人少了，选择绿色有机、低脂低糖

的人多了。从“吃得饱”到“吃得好”再到

“吃得健康”，年夜饭的变化，彰显农业大国

的坚实底气，也催生消费市场的全新机遇。

何止是年夜饭，百姓日常餐桌的变化

同样不小。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活

水平提升，“菜篮子”“果盘子”变得更丰富，

鱼虾、菌菇、有机蔬菜等逐渐成了老百姓餐

桌上的“主角”，出门下馆子成为家庭聚餐、

朋友聚会的平常选择。 2023 年我国餐饮

收入同比增长 20.4%，增速领跑服务业；餐

饮年收入首次突破 5 万亿元，创下历史新

高。民以食为天，尽享舌尖美味，释放澎湃

消费活力，推动我国餐饮业强势复苏，行业

发展信心稳固增强。

抚今追昔，餐桌更丰盛、美味更多元，

折射经济社会全方位发展进步。2023 年，

我国居民每年人均消费的干鲜瓜果类超过

54.7 千克，智利车厘子、泰国榴莲、越南火

龙果、墨西哥牛油果等销量大增。冬季原

本是海鲜类产品生产的淡季，但如今一年四

季线上线下都能买到鱼、虾、蟹、贝类等多

样水产品。以前不怎么吃虾的甘肃张掖，

把南美对虾做成了特色产业；地处内陆的

新疆，培育出雪蟹这样的“网红”产品……

老百姓餐桌供应越来越丰盛，依托的是销

售与物流体系更加畅通完备、全球经济更

加联通和贸易更加便利化，背靠的是在“大

食 物 观 ”指 引 下 不 断 壮 大 的 农 业 产 业 新

版图。

今天，中国消费者的食品餐饮消费，既

重量，也重质。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国家统

计局数据里的“升”和“降”——2013 年以

来的 10 年里，肉蛋奶、蔬菜的消费量都在

增长，而全国城镇居民人均食糖消费量和

食用油消费量则在逐年减少。外卖平台数

据显示，“吃得健康”成为 2023 年最显眼的

关键词之一；过去三年，“少油”“少盐”“少

糖”订单量逐年增长。营养健康理念深入人

心，为产业提档升级提供了新机遇。

实际上，餐饮业一头连着农业发展、一

头连着服务消费，在需求侧和供给侧都大

有可为。据报道，2023 年餐饮业带动农副

食材、食品加工业等相关产业约 2 万亿元

营收，推动我国经济回升向好。从新中式

茶饮、预制菜等持续走红，到餐饮品牌联名

动漫、热播影视剧抱团发展，再到“餐饮+
直播”“餐饮+亲子”“餐饮+农业观光”等创

新不断涌现，文化赋能、跨界创新为餐饮业

投资开辟新赛道。“舌尖”还能带动“脚尖”，

追着美食去旅行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

为文旅业扩容打开了一扇新窗。新体验、

新场景、新业态层出不穷，餐饮消费迸发出

的新活力，正不断转化成经济发展的旺盛

动能。餐饮相关行业的持续繁荣，不仅关

乎产业做大、企业做强，还将对促就业、惠

民生等方方面面产生积极影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树立大食物

观，从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出发，掌

握人民群众食物结构变化趋势，在确保粮

食供给的同时，保障肉类、蔬菜、水果、水产

品 等 各 类 食 物 有 效 供 给 ，缺 了 哪 样 也 不

行。”丰富多元的中华美食，让人们的“味

蕾”需求在春节期间集中释放，烘托出家庭

团聚的浓浓烟火气。“舌尖经济”见证生活

幸福度，打开市场新角度，拉动农业跑出高

质量发展加速度。期待春节餐饮消费迎来

开门红，带动全年消费一路飘红，托举中国

经济稳中向好、越来越好。

“舌尖经济”开辟新赛道
—春节变迁里的新机遇④

周珊珊

近日，《人民文学》杂志主编与两名作家一起做客网络直播间，在几

个小时之内，卖出 8.26 万套、99.2 万册杂志，成交金额 1785 万元。这份

新中国成立后创办的第一份国家级文学杂志，取得如此亮眼的销售成

绩，有些出人意料，也令人感慨。

《繁花》改编的电视剧开播，带火了原著，吸引一批读者品读；网络

主播在直播间反复推荐《额尔古纳河右岸》，即兴分享心得，让这本纯文

学作品在短时间内卖出几十万册；由《人世间》改编的电视剧开播即成

为爆款，在拍摄阶段就被国外影视公司看中，“提前批”漂洋出海……一

段时间以来，一些文学作品乘着网络东风，从小众“冷门”变大众“热

门”。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真正的精品，在任何时代都不会缺乏关注

和掌声。

《人民文学》的“出圈”具有启示意义：借重媒介的力量，开辟合适的

渠道，有助于帮助好作品触达更多读者、走向更广阔舞台。实际上，从

传统媒体时代四大名著的影视化掀起收视热、阅读热、研究热，到网络

时代《三体》热播引发对原著细节的反复“研讨”、对未来世界的丰富想

象，许多经典作品被广泛解读、不断释放魅力，都离不开媒介的赋能。

遥想当年文学热，一部作品问世，就可轰动社会，塑造时代；如今，“走出

深闺”、主动“触网”，或许是文学的又一次时代机遇。

当几十秒短视频、3 分钟看完一部电影、半小时讲完一本书的“快

餐”无处不在，人们是否还能静下心来阅读？在生活快节奏、阅读碎片

化的当下，严肃文学、理性文字是否还有生存空间？网络时代信息爆

炸，大众的注意力被琳琅满目的内容填满。都说“酒香不怕巷子深”，可

网络时代的“巷子”分岔多，再香的酒单靠品质也未必能飘出巷口。作

品再好，如果不主动出击、吸引受众，也可能被埋没。从这个意义上说，

拥抱互联网，创新传播方式方法，让优质内容与读者双向奔赴，或许能

成就更多畅销的文学精品。

“我们主要是来‘寻亲’的，来寻找文学的好读者。”《人民文学》杂志

主编在直播间讲的一句话耐人寻味。有理由相信，对更多文学作品而

言，这样的主动“寻找”一旦开启，找到的不仅是知根知底的“亲人”、久

别重逢的老读者，还有更多充满期待、能慧眼识珠的“新朋友”。

让优质内容与读者双向奔赴
周山吟

馍馍，就是馒头。过年的时候，蒸上一

笼好看又美味的花馍，是山东的传统民俗，

寓意新的一年蒸蒸日上，日子越过越好。

春节临近，我的花馍制作工坊也越来越忙

碌，每天都有顾客前来订购，我和同事们天

不亮就开始赶制。一个个热腾腾、胖乎乎

的花馍在氤氲的蒸汽中出炉，我们的心里

也热乎乎的，觉得日子有奔头。

我打小就喜欢制作面食，一接触到花

馍，就被它精致的造型所吸引。这么漂亮

的花馍是怎么做出来的？揉面、捏花、发

酵、蒸制……花馍制作工序复杂，捏花过程

格外讲究。做好一件事，需要静心钻研、刻

苦用功。为做好样式丰富的花馍，我选用

天然果蔬为花馍提炼上色颜料，把五颜六

色的面团捏制成各种形状；为给花馍增添

细腻丰富的口感，我又钻研老面发酵的传

统做法……一道道工序、一点点琢磨，虽然

工序繁琐，我却乐在其中。渐渐地，我心中

萌生了创业的想法。于我而言，花馍不仅

仅是一种食品，更是一种独具魅力的民间

艺术。让传统民间艺术生生不息，需要有

人去做、有人去传。

传统文化与时代特征深度融合，才会

活跃在生活中、日常里。把花馍产业做得

更大，需要契合消费者的审美与需求。我

不断揣摩花馍造型，适应市场需求，创新推

出石榴、锦鲤、福袋等新品种。这些拥有美

好寓意的造型，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

憧憬与向往，吸引许多顾客前来购买。每

逢春节，我们还会推出生肖花馍，把传统年

货打造成创意年货。龙年马上就要来临，

我与同事们共同设计出几款龙形花馍。姿

态各异的龙在花馍上交错纵横、生意盎然，

受到不少消费者喜爱。此外，我还从原料

上进行创新，在和面时加入牛奶、椰汁等，

满足年轻消费群体对口感的要求。把匠心

注入蓬松绵软的花馍中，让滋味留于更多人

唇齿之间，才能使这一传统美食久久飘香。

将传统文化和现代审美融合，花馍这

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有了持久的生命力。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我有责任让

传统花馍制作技艺得到更好传承。比如，

我来到淄博市博物馆研学教室，在非遗小

课堂上手把手教孩子们制作花馍。孩子们

手 拿 擀 面 杖 认 真 制 作 ，表 现 出 浓 厚 的 兴

趣。又如，我们入驻电商平台，在镜头前手

捧花馍，讲述它的历史渊源和文化意蕴，让

更多人了解花馍的特点，感受传统文化的

生命力和创造力。实践越多，感触越深。

做花馍的意义不仅在于制作美食，更是情

感的传递、技艺的传承、文化的弘扬。

岁岁年年，花馍在蒸腾而上的水汽中

描绘着齐鲁大地的饮食文化，见证着越来

越红火的生活图景。未来，我会继续用双

手把幸福生活揉进一个个面团中，让花馍

“蒸”出致富路、好日子，将这份非遗文化传

承好、发展好。

（作者为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承人，本报记者王者采访整理）

非遗花馍“蒸蒸”日上
赵文超

■评论员观察R

■人民观点R

只有坚定人民立
场，增强文艺原创能
力，提高公共文化服务
水平和文化产业发展
质量，才能更好满足人
民精神文化生活新期
待，增强人民群众文化
获得感、幸福感

紧跟时代潮流、把
握人民需求，为人民书
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
抒怀，从人民生活和祖
国大地获得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

餐饮业一头连着
农业发展、一头连着服
务消费，在需求侧和供
给侧都大有可为

■中国道路中国梦R

曾经，开公车办私事问题，群众反映强

烈。按照中央统一部署，公车改革循序展

开，压减公车数量，强化调度监管，张贴标

志亮明公车“身份”。经过一段时间探索，

有地方发现，“一人一车”派车虽合理合规，

却容易造成公车低效使用。通过数据整

合、流程再造，让同一时间出行且目的地相

近的公务人员“拼车”前往，公车周转率得

到提升。敢于破除积弊，深化改革创新，助

力公车的使用与管理更加科学、高效，成为

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推动社会风气向

上向好的一个生动缩影。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开辟

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的新境界。这其中，

坚决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

神、以严明纪律整饬作风，丰富了自我革命

有效途径。改进调查研究、精简会议活动、

精简文件简报、改进新闻报道、严格文稿发

表、厉行勤俭节约……小切口推动大变局，

作风建设从“小微题材”上不断突破，书写

我们党作风转变的“宏大叙事”。如今，党

风、政风、社会风气持续好转，呈现出“一子

落满盘活”的效果。

改 进 作 风 ，以 习 近 平 同 志 为 核 心 的

党中央率先垂范、身体力行。党的二十大

闭幕后不久，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召开第一次

会议，审议《中共中央政治局贯彻落实中央

八项规定实施细则》。习近平总书记带领

新当选的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来到

延安，重温住窑洞、吃粗粮、穿布衣的“延安

作风”。为什么“八项规定改变中国”？其

中一个关键原因就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率先垂范、亲力

亲为、说到做到，为全党同志树立了标杆，形成了巨大的“头雁效应”，彰

显了把新时代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决心和坚强意志。

抓作风建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对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的新情况新动向，对顶风违纪行为，必须一刻不松、露头就打，持续加固

中央八项规定堤坝。党的二十大以来，截至 2023 年 11 月，全国共查处

“四风”问题 11.2 万起，批评教育和处理 16.1 万人。继元旦前夕公开通

报 6 起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典型问题后，近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

通报 7 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在元旦、春节前夕进行两

次通报，释放出纪检监察机关坚守节点、常抓不懈的强烈信号。持续深

化纠治“四风”，既防反弹回潮又防隐形变异，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

化，八项规定这张新时代作风建设的“金色名片”越擦越亮。

立起“严的标准”，为的是树牢“实的作风”。2023 年，全党大兴调

查研究，成为坚持不懈推动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深化作风建设的重

磅“年度印记”。江西南昌市红谷滩区围绕优化营商环境等工作，深挖

问题、多谋对策，推动调研成果落实落地；山东高青县组织领导干部到

一线蹲点调研，化身企业发展的“解难员”、村民致富的“领头雁”；陕西

延川县梁家河村党支部，通过调研建立“问题台账”和“我为群众办实

事”台账，服务群众更有抓手……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

扑下身子、沉到一线，运用党的创新理论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真诚

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准确了解群众

的所忧所盼，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深入推进党

的自我革命实践中需要把握好九个问题”，其中之一就是“以正风肃纪

反腐为重要抓手”。新的征程上，继续以钉钉子精神查作风之弊、扫行

为之垢，我们定能以清风正气凝聚干事创业的磅礴力量，为开创事业新

局面提供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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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今年春运，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

量将达 90 亿人次，高速公路及普通国省干

线非营业性小客车人员出行量约 72 亿人

次，自驾出行占全社会人员出行量的比例

将达 80%……当前，各地区各部门全力以

赴做好春运各项工作，保障人民群众过一

个欢乐祥和的新春佳节。

这正是：

春运时分车马喧，

多方合力护周全。

服务保障暖人心，

安康团圆过大年。

常 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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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开往抚远的 K7065 次列车上，列车员与一名小乘客一起贴“福”字窗花。

新华社记者 才 扬摄

■人民时评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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