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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一台剧，赴一座城。杭州宋城，《宋

城千古情》绘就历史与文化、情感与艺术的

画卷；武夷山麓，《印象大红袍》演出“饮罢

方舟去，茶烟袅细香”的意蕴；骊山脚下，

《长恨歌》展现千门万户、千歌万舞的大唐

风华……中国式的山水意境、地方化的文

化抒怀，旅游演艺正日渐成为各地的“新名

片”，让大批游客沉醉其中。

旅游演艺，是地方历史的一种凝练书

写，也是地方文化的一种诗意表达。游客

与 旅 游 演 艺 ，无 疑 形 成 了 一 种“ 双 向 奔

赴”。据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

示，2023 年全国旅游演艺场次超 15 万场，

观演人数超过 8000 万人次，票房收入超过

166 亿元。从供给侧看，优质旅游演艺项

目深度激活了当地文旅资源，让“日游夜

演”成为常态；从需求侧看，契合了游客充

分感受当地历史文化、民风民俗愿望的演

艺产品，让旅游体验更丰富、更立体。也正

因此，文化和旅游部印发的《国内旅游提升

计划（2023—2025 年）》明确提出，拓展旅

游演艺发展空间，发展特色旅游演艺项目，

推动旅游演艺提质升级。

入得其境，方知其美。地域性和文化性

的有机结合，使得旅游演艺既是旅游产品，

更是文化作品。在山水之间，呈现人们的

劳作、休憩；在舞台之上，演出历史中的烽

火狼烟、生死抉择……文化和旅游部公布

的“全国旅游演艺精品名录”中，无论是《魅

力湘西》《印象·刘三姐》，还是《只有河南·
戏剧幻城》《又见平遥》，无不是依托各地的

地域文化特色，精心打造而成。耕耘收获

皆可成景、柴米油盐都是故事，游客刚刚踏

访过的场景、追忆过的历史扑面而来，在身

临其境、心连其情之中，产生更深刻、更厚

重的文化感知。

这样的文化感知，绝非靠着符号的堆

砌、歌舞的铺排就能完成。“空口袋立不起

来”，如果没有文化的赋能、精神的支撑，再

好的资源也难免是明珠投暗。游客在游览

过山水名胜后，自然而然会想了解这里曾

经发生过什么故事、这里的人们过着怎样

的生活。不管是依托于山水实景，还是呈

现在剧场舞台，或是主打互动感的沉浸式

演出，只有把“此景”“此事”“此人”融合起

来，把“山脉”“水脉”“心脉”贯通起来，才能

唤起历史的记忆、形塑文化的认同，真正为

当地连人脉、畅经脉、续文脉。

一地有一地的历史，一域有一域的文

化。重形式而轻内容，重技术而轻艺术，旅

游演艺就变成了单薄的山水秀、技术秀，难

以真正打动人心；盲目复制粘贴其他地方

的成功案例，也可能“水土不服”；甚至，如

果哗众取宠迎合市场、故弄玄虚过度包装，

还可能让文化资源失去本真。从某种程度

上说，一些旅游演艺之弊，或许也折射 出

理解传统、赓续传统、活化传统时的误区

与盲区。能否摆脱对“声光电”的纯粹依

赖？能否超越“歌舞戏”的简单重复？能

否 跳 出“ 同 质 化 ”的 窠 臼 ？ 能 否 有 更 多

“小而美”的精品？这些进一步发力的方

向，也是旅游演艺走出低水平重复、实现高

质量发展的路径。

好的旅游演艺，应该经历文化“解码”

与文化“编码”的创作过程——提纯最有代

表性的文化资源，组合升华成全新的表现

形式。这样的创造性转化形成了一种强大

的文化磁场，让游客“由感到知”，更好地体

认自身、他人和世界。从这个角度看，唯有

更好地擦亮旅游演艺这一地方文化之眼，

才能更好实现旅游的价值，让旅游成就更

丰富、更充实的美好生活。

以旅游演艺增强文化磁场
张 铁

国潮风化妆品吸引消费者驻足，国产

彩妆产品受到青睐，同仁堂、片仔癀等老字

号推出护肤新品……前不久，第二十八届

中国美容博览会在上海落幕，国产美妆产

品颇受欢迎。参观者感慨：“国货美妆存在

感更强了。”

国产品牌已成为美妆行业的一道亮丽

风景。数据显示，2023 年国产品牌化妆品

销 售 额 同 比 增 长 21.2% ，市 场 份 额 达

50.4%，首超外资品牌。近年来，消费者对

美妆产品消费更理性，不再一味追求“洋品

牌”，而是关注产品本身。不少企业捕捉到

消费升级需求，针对本土消费特点，推出特

色产品。电子商务、直播带货等新的购物

方式，也让许多国货进入人们的视野。在

这种背景下，不少国产美妆产品抓住了市

场机遇，脱颖而出。

不只是美妆产品，汽车、无人机、服饰、

食品等国货“潮品”也纷纷“出圈”。《2024
国货消费观察》显示，相比 2020 年同期，今

年生产国潮产品的品牌数量同比增长超 3
倍，商品种类提升超 5 倍，越来越多高品

质、高价值的国货品牌和产品受到关注。

也应看到，我国是品牌大国，还不是品牌强

国。目前，国内不少产品市场份额很大一

部分仍被外资品牌占据，尤其是中高端品

牌。培育更多国产高端品牌，还需凝聚力

量、久久为功。

品质是品牌的根基，高端品牌一定要

拥有高端品质。高品质工业产品往往依托

于高科技。依靠科技创新，在研发上下功

夫，坚定走品质升级之路，企业才能不断迈向中高端。比如，美妆产品

研发生产涉及化学化工、生命科学、皮肤医学、生物技术、医药工程等诸

多专业。紧紧围绕消费者需求，加大研发投入，不断优化产品成分、提

升质量，才能赢得消费者认可。研发的根本在于人才。实践中，一些企

业注重引入高层次人才，成立研发创新中心，有力推动了技术迭代和产

品升级。

“酒香也怕巷子深”，更加重视品牌建设，品牌影响力才能进一步提

升。一些发达国家的知名品牌历史久、营销能力强、国际化程度高，值

得国内企业借鉴。新颖时尚的设计、科学精准的推广，都能增加品牌知

名度。比如，云南白药等企业发挥中华老字号优势，推出一批国潮风外

包装设计的产品，受到市场好评。

品牌建设不易，持续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降低企业维权成本，

才能让更多企业愿意在高端化上多投入。强化监管，对生产和经营假

冒伪劣产品商家加大处罚力度，让从业者有敬畏之心，方能在规范市场

竞争秩序与保护消费者权益间形成良性循环。

“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开展中国品牌创建

行动，保护发展中华老字号，提升自主品牌影响力和竞争力，率先在化

妆品、服装、家纺、电子产品等消费品领域培育一批高端品牌。”着眼未

来，随着我国中等收入群体不断扩大，消费者的文化自信不断增强，国

货“潮品”的市场空间将会越来越大。加强科技创新，加大品牌建设力

度，更加注重质量和安全，更多国货“潮品”必能打好高端牌，拥有更加

广阔的市场蓝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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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菜花时，你会留意菜花的品种吗？

菜花，学名“花椰菜”。在我国，花椰菜种子曾长期依赖进口。2000年

之后，天津市农科院蔬菜所花椰菜育种团队相继主持培育成功 40 余个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品种。40 多种花椰菜，够吃了吧？但在科研

人 员 眼 中 ，还 不 够 。 通 过 大 量 科 研 攻 关 ，近 日 ，该 团 队 发 布 最 新 成

果：破解了花椰菜的“基因密码”，填补了花椰菜高质量基因组研究的

空白。

培育新品种很难，破解“基因密码”更难。为什么一定要迈出从

“难”到“更难”的这一步呢？

迈出这一步，是掌握技术话语权，从“依赖”到“领先”的必然选择。

科技创新已经成为国际战略博弈的主要战场，围绕科技制高点的竞争

空前激烈。努力抢占科技制高点，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面临的

实际问题中凝练科研课题，弄通“卡脖子”技术的基础理论和技术原理，

才能形成更多新突破。特别是当今的重大科技突破越来越依靠多学科

交叉和各项关键技术的集成，任何一个环节有“短板”，都有可能导致新

阶段的研发陷入困局，进而丧失原本的技术优势。

不想被“卡脖子”，就要勇闯科技创新的“无人区”。关键核心技术

自主可控，发展的主动权才能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这样的例子有很

多。操作系统作为计算机的灵魂、网络安全的“地基”，曾被归为制约我

国发展的“卡脖子”技术之一。从我国第一款中文操作系统，到首个开

源桌面操作系统，数十年的奋斗让国产嵌入式操作系统赋能各个领域，

既能支持“神舟”飞天，又能服务大众生活的方方面面。

从突破“卡脖子”到为其他产业赋能，是不断超越自我的过程。这

个过程中，持续向难而进，才有机会突破“极限值”。这不是一朝一夕就

能完成的事情，需要艰苦卓绝的努力、久久为功的耐心和坚持不懈的

创新。

走过千山万水，仍需跋山涉水。走在科技创新的崇山峻岭中，一山

更比一山高，呼唤从“难”迈向“更难”的勇气和韧劲。

（摘编自《天津日报》，原题为《敢于从“难”迈向“更难”》）

勇闯科技创新的“无人区”
孙一琳

【关键词】“四好农村路”

【事件】前段时间，交通运输部等三部

门公布第四批“四好农村路”全国示范县名

单，195 个县级行政单位入选。近年来我

国“四好农村路”建设加快推进，已累计命

名 545 个“四好农村路”全国示范县。

【点评】

一条农村公路，就是一个盘活农村特

色资源的突破口，也是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的强引擎。

作为农村地区覆盖范围最广、服务人

口最多、公益性最强的交通基础设施，农村

公路是破解农村“出行难”的有力抓手。建

好农村公路，不仅能满足群众出行需求，还

能助推乡村发展。特别是在一些偏远地

区，尽管山清水秀，却交通闭塞，群众只能

守着“金山银山”过穷日子。

问 题 是 时 代 的 声 音 ，也 是 工 作 的 导

向。念“民之所忧”，行“民之所盼”，过去

10 年 来 ，我 国 持 续 加 快“ 四 好 农 村 路 ”建

设，累计投入车购税资金 7461 亿元，带动

全社会投资 4.3 万亿元，新改建农村公路超

250 万公里，累计解决 821 个乡镇、7.06 万

个建制村通硬化路难题，实现具备条件的

乡镇和建制村全部通客车。“出门硬化路、

抬脚上客车”化作现实，农村“出行难”得到

历史性解决。坚持以百姓心为心，科学地

认识、准确地把握、正确地解决前进路上的

各种问题，破解难题本身就能成为打开工

作局面的突破口。

牵住“牛鼻子”，才能有力推进乡村全

面振兴。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具有很强的先

导作用，特别是在农村地区，修好一段路，往

往能给群众打开一扇致富的门。内蒙古鄂

托克前旗，搭载着牛羊肉、奶制品的货车驰

骋在平坦整洁的农村牧区公路上；江苏溧

阳，农村公路融入山水，“交通线”化作“风

景线”，引得游客纷至沓来；西藏墨脱，全县

农村公路实现标准化改造，进城时间大大缩

短……放眼神州大地，一条条农村公路蜿蜒

纵横，绿水青山、农特产品成为发展的金字

招牌，农村特色产业不断壮大，致富路越走

越宽，农村公路成为老百姓家门口的致富

路、幸福路、连心路、振兴路。路相通，网相

连，让农村更好融入国内经济大循环，让农

村的绿水青山迎来八方来客，让农村与城市

发生更加密切的要素流动。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农村路网基本完

备。要更好发挥“路通百业兴”的作用，必

须进一步把农村公路管好、护好、运营好。

一方面，要瞄准农村公路发展的短板弱项，

大力实施老旧公路改造，健全长效稳定的

管养保障机制，完善农村公路防灾减灾体

系，为农民群众提供更加安全便捷高效的

出行服务。另一方面，要推动农村公路向

产业路、旅游路、资源路延伸，在建设规划

中更多考量对农村地区的寄递物流、生态

环境、特色经济的支撑作用，进一步拓宽农

村公路的服务价值、产业价值、综合价值。

道路承载希望。保持定力、因地制宜、

科学谋划，持续推动“四好农村路”高质量

发展，一条条整洁宽阔的农村公路，必将助

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为促进农民农

村共同富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

农村现代化步伐、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

坚强服务保障。

“四好农村路” 一篇大文章
韩 鑫

■人民时评R■金台随笔R

■大家谈R

入得其境，方知其
美。地域性和文化性
的有机结合，使得旅游
演艺既是旅游产品，更
是文化作品

只有把“此景”“此
事”“此人”融合起来，把
“山脉”“水脉”“心脉”贯
通起来，才能唤起历史
的记忆、形塑文化的认
同，真正为当地连人
脉、畅经脉、续文脉

■纵横R

持续加大知识产
权保护力度，降低企业
维权成本，才能让更多
企业愿意在高端化上
多投入

加强科技创新，加
大品牌建设力度，更加
注重质量和安全

■暖闻热评R

创新形式促匹配

郑洋洋

就业不易，良才难寻，促进高质量充分

就业，需要解决好人力资源供需不匹配的

结构性矛盾。

提高人岗匹配效率，需要搭建平台，

丰富就业信息对接渠道。在山西太原钟

楼 街 钟 楼 南 侧 广 场 ，当 地 人 社 部 门 设 立

了“人才夜市”，“摊位”上岗位信息、工作

地 点 、薪 资 待 遇 等 招 聘 信 息 一 目 了 然 。

不 少 人 边 走 边 看 ，遇 到 感 兴 趣 的 就 驻 足

交谈。“人才夜市”这一创新形式，不仅拓

展了招聘的空间与时间，还打破了招聘的

刻板印象，双方得以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

互相了解。

类似的创新举措提示我们，在提供就

业服务时，不妨多一点“量身定做”，从求职

者角度出发推动人岗匹配，从招聘方角度

出发发掘各类人才。从大方向看，要统筹

抓好教育、培训和就业，完善供需对接机

制，力求做到人岗相适、用人所长、人尽其

才，提升就业质量和稳定性。

（作者为本报山西分社记者）

稳岗扩岗增供给

郑智文

企业是吸纳就业的重要渠道。稳就

业，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支持发展吸纳就业

能力强的产业和企业，稳定和扩大就业容

量 ，促 进 就 业 质 的 有 效 提 升 和 量 的 合 理

增长。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完善现代化产业

体系，努力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因

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完善现代化产业

体 系 的 过 程 ，蕴 藏 着 更 多 高 质 量 就 业 岗

位。吉林长春着力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

新，发挥产业聚才和企业留才的主体作用，

紧贴重点产业、重点企业发展实际招聘紧

缺人才，开发新的就业增长点。同时，制定

出台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实施意见，

集成政策合力，加强民营企业稳岗扩岗支

持。在挖掘存量上花心思、在创造增量上

谋创新、在提升质量上下功夫，就能有效实

现就业提质扩容。

解决就业问题根本要靠发展。壮大特

色优质产业，把经济发展蛋糕做大，才能把

就业蛋糕做大。积极发挥企业在稳就业中

的重要作用，释放稳岗扩岗效能，我国就业

空间会更加广阔。

（作者为本报吉林分社记者）

扶持创业带就业

申智林

自主创业是就业的重要途径。一个

成 功 的 创 业 案 例 ，对 其 他 有 创 业 想 法 的

人 来 说 ，无 疑 是 一 种 激 励 。 激 发 创 业 积

极性，鼓励创业带动就业，有利于培育就

业新动能。

完善就业公共服务制度，健全就业公

共服务体系，不妨把支持创业纳入其中加

以谋划部署。前不久，湖南印发《关于进一

步支持大学生创业就业的若干措施》，从 5
个维度整合出台了 16 条政策干货，全力支

持大学生创业，助力高质量充分就业。大

学生创办的小微企业最高可获 400 万元创

业担保贷款、大学生创业项目孵化时间延

长至 5 年、探索设置大学生创业保险为大

学生创业“兜底”……一系列举措，不仅进

一步降低创业门槛，还为有梦想的学生解

除后顾之忧，帮助其勇敢追梦。

创业是一场艰辛的跋涉，正因为艰辛，

所以更需要给予有力支持，在全社会营造

良好氛围。“扶上马，送一程”，持续激发创

业积极性，必能更好发挥创业带动就业的

倍增效应。

（作者为本报湖南分社记者）

多措并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海洋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实现人类

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

用。目前，我国划定海洋生态保护红线 15
万平方千米，保护海域 9.33 万平方千米，累

计整治修复海岸线近 1680 千米、滨海湿地

超过 75 万亩，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局

部海域有所改善。

这正是：

加大保护力度，

促进生态修复。

万物和谐共生，

颜值产值兼顾。
徐 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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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

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时

强调：“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是

新时代新征程就业工作的新定

位、新使命。”本期大家谈聚焦全

面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

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

业的方针，为促进高质量充分就

业凝聚众智。

——编 者

山东青岛市北区实验小学、无棣四路小学开展的“关爱海洋 和谐共生”活动中，两名

学生在绘制贝壳工艺画。 王海滨摄（影像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