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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西景德镇市，两个“陶”字头的地

方，大家都爱去。一个叫陶阳里，是以御窑

厂遗址等为基础改造的历史文化街区，陶

瓷展览、手工体验等一应俱全。一个叫陶

溪川，是国营老瓷厂变身的文创街区，摆摊

创业、艺术创作等气氛火热。

保护第一，修旧如旧，景德镇珍视砖瓦

里弄中的陶瓷文化，在原有城市肌理上进

行细致织补与功能革新，将保护历史文化

底蕴和改善人居环境融为一体，既为市民

再现了“儿时的老场景”，又为游客带来了

文化体验新空间，让城市发展活力涌流。

千年窑火不熄，“千年瓷都”新生，下绣花功

夫的城市更新功不可没。

城市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城市的灵

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城市的历史

遗迹、文化古迹、人文底蕴，是城市生命的

一部分。”城市更新是一种新陈代谢，既包

括物质性更新，也涵盖非物质性更新。城

镇 化 进 程“ 下 半 场 ”，如 何 避 免“ 千 城 一

面”？一条可行路径就在于，依托城市更

新，更好留住文化味、增强文化感。

文化是城市空间的基因。秉承“文化

为魂”理念，上海张园在焕新过程中坚持传

承与创新并重，充分挖掘文化底蕴，以现代

元素催化文商旅融合，让百年名园不仅保

留了原有历史风貌，更绽放新的生机活力。

实践表明，在城市更新过程中，注重保

留特色历史风貌，用创新方式守住集体记

忆，就能延续城市文脉，让居民记得住乡愁。

文 化 不 仅 为 城 市 赋 美 ，还 为 发 展 赋

能。安徽合肥蜀山区的老粮库变身新粮仓

商业文化合集，夜晚灯火璀璨，集艺术馆、

相声馆、潮玩等多元业态于一体，吸引游客

慕名而来。盘活老厂房，长出新业态，让既

有空间激发了新活力。在其他地方，还有

不少类似的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已成为城

市文化新地标、消费新亮点。

从中可见，城市更新行动在推进城市

基础设施改造提升、改善民生、提升城市风

貌的同时，还可通过做文化文章，形成新的

经济增长点。坚持参差多态、吐故纳新，优

化文化空间、挖掘发展潜力，正成为城市更

新的重要方向。处理好传统与现代、传承

与发展的关系，城市更新就能为提升文化

品位、促进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抓手。

文化是城市生态的关键要素，深刻影

响着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城市更新，也意

味着文化空间的重塑。最近，浙江龙港市

的“水塔”图书馆在网络走红。废弃的水塔

和水厂经过改建，在新潮的外观中巧妙融

合了老龙头、老水管和老水表等元素，还在

玻璃阶梯上刻印下城市发展中的大事。这

里不仅提供图书借阅等基本服务，还定期

举办文化沙龙、读书分享会，丰富了居民的

文化生活。

在城市更新过程中，注重文化赋能，积

极重塑城市文化空间，才能为推进城市内

涵式发展、提升居民生活品质添助力。努

力积淀出属于自己的文化气质，一座城市

才能富含独特魅力，不断提高知名度美誉

度，增强吸引力竞争力。

城市是文化的沃土、历史传承的载体，

也因文化而兴旺发达。因地制宜实施城市

更新，当葆有“以文化人、以文惠民、以文润

城、以文兴业”的追求，用文化润泽未来，更

好实现城市“有里有面”、发展“有形有神”、

生活“有滋有味”。

（本系列评论到此结束）  

文化赋能  重塑空间
—因地制宜实施城市更新③

周珊珊 4 年前，我成了 7053/7054 次列车的列

车长，接过了慢火车的“接力棒”。有人问，

“人家都争着去高铁，你怎么还从长途快车

转去跟乡村慢火车了？”

在以秒计算产出、以亿丈量成绩的今

天，值乘慢火车，或许不算“精明”的选择，

我却有沉甸甸的收获。这收获就是对于

“慢”有了更多感悟。

“慢”有“慢”的道理。7053/7054 次列

车，往返于淄博站与泰山站之间，184 公里

的车程，串起 20 个乡村小站。整趟坐下来

只要 11.5 元，最便宜的站间票 1 元。终年

开行，从不甩站，票价低廉，才能照顾到每

个村的每一户乡亲。像“翻过山头还是山”

的北牟村，生活在这里的近 500 户人家，过

去要拿山货到淄川大集上卖，早上 4 点半

就要出门，走约 10 公里路搭汽车。火车开

通后，村口就是火车站。慢火车成了“公交

车”，方便山里人走出大山、走进城市、走向

新生活。

列车开行 50 多年来，从蒸汽机车到内

燃机车，再到电力机车，火车头在变；从内

部通勤车到庄户致富车，再到山乡振兴车，

列车的使命不变。正是这份“慢”，牵引着

山乡跟上时代的脚步，“不让一个人掉队”。

“慢”也是为了“快”起来。路通百业

兴。对乡亲们来说，一趟旅途，不只是出发

和抵达，更承载着生活的盼头。火车拉货

是收运费的，但是对乡亲们自家的农特产

品，别管多大的包裹，都免运费。为了方便

乡亲们的营生，我们在车厢开辟专区助销

沿线农副产品。乘客在了解当地风土人情

的同时，也可以现场购买村民的特产。到

了赶集这天，乡亲们挑着担子、拉着小车赶来车站。水灵灵的鸡腿葱、

圆滚滚的大鹅蛋，出门是满满的山货，返程经常是喜上眉梢。

供孩子上学，置办新家电，翻盖新房屋……一趟趟车就这么拉动了

致富的步子，拉来了红火的日子。有句老话说得好，“不怕慢，就怕站。”

慢火车的“慢”里，就有这股子奋斗不停步、拼搏不懈怠的韧劲。

“快”与“慢”并不完全对立，有时候也能相互转化。时代的进步，让

慢火车也有机会驶入发展“快车道”。近年来，从淄博烧烤的走红，到

“小小泰山拿捏”的热度，越来越多的游客专门来乘坐我们这趟车，感受

时光的穿越、沿途的风景。每年运送的近 40 万人次旅客中，六成以上

都是慕名而来的游客。

“铁路+文化+旅游”的全新体验，给沿线村庄带来了商机。中郝峪

村对 180 多间闲置房屋进行景观化改造，建成风韵别致的乡村民宿；上

瓦泉村发展生态农业，主打现场采摘和农家乐。“石头村”土峪村、“美食

休闲村”乐疃村、“艺术写生村”上端士村等特色乡村，开元溶洞、焦裕禄

故乡、齐长城遗址等景点，被慢火车连珠成链。城里人来山里体验“慢

生活”，乡亲们在家门口“快致富”，“快”与“慢”之间是城乡融合发展的

大舞台，也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大市场。

离春节越来越近，车厢里的年味也越来越浓。在车厢里巡检，顿感

时光荏苒。摆渡车、赶集车、致富车……不管列车的称呼如何改变，始

终不变的是“把日子过得更好”的愿景。风驰电掣是这样，温情守望也

是如此。快慢之间，满载温暖与希望，向着美好的生活进发，我们一直

在路上。

（作者为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 7053/7054次列车列车长，

本报记者盛玉雷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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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总量连续 10 年位居全球第一，2024 年度产销

均首次突破 1200 万辆大关，一个个带有里程碑意义的突破，为中国经

济向好增添更多信心和暖意。

高光时刻背后，是在政策扶持、技术创新、产业协同等多重利好带

动下，新能源车企一路攻克电池续航的“天堑”、打破技术封锁的“壁

垒”、铺设充电设施的“路轨”，让新能源汽车“驶入寻常百姓家”。除了

量的增长，新能源汽车也悄然完成质的提升，一些自主品牌在消费者中

的认可度越来越高，在高端车领域也开始占有一席之地。可以说，这是

一场蓄力已久、水到渠成的跨越。

发展背后，有“叹号”也有“问号”。以“价格战”刺激消费、抢占市

场份额，虽然短期内有助于提升销量，却也面临隐忧。当利润被一再

压缩，研发投入后继乏力，夯实技术底座、提升产品品质便显得艰难。

步入“智能化”下半场，面对核心技术突破、国际市场竞争等诸多挑

战，产业未来的发展空间在哪里？靠什么留住消费者？产品的安全

性与可靠性如何提升？智能化的交互体验能否真正契合消费者需

求？如何加强“出海”布局，在风口之上飞得更高？这些都是亟待拉

直的“问号”。

在势不可挡的新能源浪潮中，江苏聚集了诸多新能源汽车上下

游企业，一条完整且颇具规模的产业链悄然成形。虽然产业发展势

头良好，但基础配套不足、行业“虚火过旺”等问题依然存在。在苏北

一些地区，新能源汽车的保有量因充电不便而增长缓慢；个别地方见

到新能源汽车项目就抢，引发无序竞争。若只沉浸于数字突破的喜

悦，而忽视核心技术的深耕、创新“护城河”的构建，待潮水退去，裸泳

者必将原形毕露。

船到中流当奋楫，高光时刻更是新起点。向前奔跑，仍有一些堵点

卡点需要破除。以审慎眼光、长期主义精神直面那些接踵而至的“问

号”，在品牌塑造、技术攻坚上先人一步、主动作为，打造一个良性、可持

续的产业生态，必能让新能源汽车产业行稳致远，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赋能加力。

（摘编自《新华日报》，原题为《高光“拐点”更是新的“起点”》）  

高光时刻更是新起点
陈立民

【关键词】应届毕业生认定

【事件】近段时间，多地明确优化应届

毕业生认定标准，或是延长应届毕业生资

格时限，或是不对高校毕业生是否有工作

经历、社保缴纳记录进行限制。应届毕业

生身份“保质期”延长，有助于缓解毕业生

在求职中的“身份焦虑”，为他们打造更宽

松的就业环境。

【点评】

应届毕业生，通常指在应该毕业的年

份即将毕业或已经毕业的学生。长期以

来，在就业市场中，应届毕业生身份十分

重要。应届毕业生可以参加校园招聘，许

多 优质岗位仅面向应届毕业生开放。一

些地方的求职补贴、住房优惠等人才政策，

也 往 往 优 先 提 供 给 符 合 条 件 的 应 届 毕

业生。

应届毕业生身份的特殊性，固然是求

职“红利”，但也在客观上拉高了试错成本，

带来不小的约束。譬如，囿于高昂的机会

成本，有的人不愿失去应届生身份，瞻前顾

后不敢轻易作出岗位选择，因而错失眼下

的机遇。有的人在就业前对岗位了解不

够，工作后发现实际与想象有落差，想要重

新选择职业发展道路，却机会有限。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解决制约提

升就业质量、扩大就业容量、优化就业结构

的卡点堵点问题。”上海、贵州等地明确将

应届毕业生资格时限延长；针对“缴过社保

算不算应届毕业生”问题，多地明确不对高

校毕业生是否有工作经历、缴纳社保作限

制；四川发布征求意见稿，拟取消应届高校

毕业生身份认定限制……放宽认定标准，

不仅能给予毕业生更从容的择业期，让他

们放下思想包袱“轻装上阵”，在“窗口期”

内大胆探索自己的职业兴趣，从而找到更

心仪的岗位，也能帮助用人单位破除招聘

过程中一些僵化的限制，更加突出就业的

能力导向，扩大人才选择面，更好实现人适

其岗、人尽其才。

应当看到，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需要

一系列政策“组合拳”的有机配合、系统发

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是就业工作的

重中之重。在优化应届毕业生认定标准这

一“支点”基础上，还需各方在就业指导、信

息发布、招聘会组织等各环节持续为毕业

生提供全面精准的服务。

中国人民大学按照不同专业学生的

需 求 ，组 织“ 小 而 精 ”“ 专 而 优 ”的 专 场 招

聘，优化校园招聘效率；湖北大学开展“一

对一”简历诊断和职业指导，帮助学生明

确竞争力所在、更好展示所长；司法机关

发布毕业生就业防骗警示案例，帮助大家

擦亮双眼、避“坑”排“雷”……多一些设身

处地的思考，瞄准毕业生群体的就业难点

痛点，用心用情出实招、求实效，才能更好

助力他们完成从校园生涯到职业生涯的

跨越。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事关人民群众

切身利益，事关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事关国

家长治久安。当好护航员、下足细功夫，有

力托举高校毕业生求职追梦，定能让个人

的前程似锦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相互

成就。

给予毕业生更从容的择业期
赵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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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诗人可能无法想到，“人生七十古

来稀”的喟叹，有朝一日会与实际明显不

符。《2023 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

公报》显示，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 78.6 岁。

要更好理解 78.6 岁这一数据的意义，

有必要了解另一个数据：新中国成立之初，

人均预期寿命只有大约 35 岁。尽管人均

预期寿命并不等同于实际的人口平均死亡

年龄，却能够从一个侧面，反映某时某地人

口生活方式、卫生健康等状况。

从疫病横行到可防可控，从缺医少药

到病有所医，历经长期努力，我国医疗卫生

体 系 逐 步 健 全 ，为 人 民 生 命 健 康 筑 牢 屏

障。数据标注发展实绩。更优美的环境、

更安全的食品、更可及的服务……从 35 岁

到 78.6 岁，这一稳步上扬的人均预期寿命

曲线，记录的是经济社会方方面面的跃升，

照见一切为了人民的初心。

人均预期寿命的增长，带来人口结构

的变化。截至 2024 年末，我国 60 岁及以上

老年人口已超 3.1 亿人。提到老年人，你会

想到什么？是花白的头发，还是逐渐佝偻

的背影，又或是颤颤巍巍的步伐？

如今，这样的印象，正在被改写。70 多

岁的山东青岛大爷金辉，在百米赛跑中跑出

13 秒 97 的成绩，让许多年轻人自愧不如；耄

耋之年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教授汪

品先，晚 8 时 40 分课程结束后，骑着自行车

回办公室继续工作；短视频平台上，一些老

年博主分享穿搭、展示才艺，令人眼前一亮

……当代老年人展现出的健康有为、阳光自

信，打破了一些人的“刻板印象”。

从中，能够看到一个清晰的趋势：老年

人养老需求日渐多样化、多层次，既要老有

所养，也要老有所乐。

一方面，老龄化对公共服务提出了更

高要求，要把对老年人的关心关爱融入细

节里。比如，提供简化后的“大字版”药品

说明书，给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在家门口开

设助老食堂，在旅游景区增设更多无障碍

设施等。有序推进体贴入微的适老化改

造，银发生活才会多些幸福、少些烦恼。

另一方面，老龄化不仅是新挑战，也

为产业发展带来新机遇。我国人口低龄

老龄化特征明显，低龄老人更易于接受新

事物，享受型消费需求旺盛，愿意使用智

能家居提升康养品质，乐于培养多元化的

文体类兴趣爱好，敢于尝试追寻“诗与远

方”的小众旅程。加快发展康养产业、银

发经济，这些“时髦”定会成为更多老年人

的日常。

由此可见，既强化公共服务兜底作用，

也积极采取市场化的方式满足多元需求，

才能助力养老生活更多彩。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曾有一位作家

如此描述自己的心态，“一个老年人从来不

想感到自己是个老年人”。老有所为，不仅

是社会的期待，也是老年人发自内心的精

神需要。银龄教师重新走上讲台，照亮偏

远地区孩子们的人生路；在上海，低龄老人

志愿者结对服务高龄独居老人，预防风险，

传递关爱……在各行各业，仍有许多老年

人发挥余热，在为他人、社会奉献的过程

中，实现个人价值，拓宽人生维度。也正因

此，构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还要进一步畅通

老有所为的渠道，帮助老年人更充分地参

与社会发展。

对个人来说，衰老是每个人必经的旅

程。对国家而言，应对人口老龄化是现实

课题。加快完善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

业，培育更加积极友好的社会心态，相信就

能助力更多人少一些“常恐秋节至”的烦

忧，多一些“我言秋日胜春朝”的乐观，让银

龄生活拥有更温暖、更幸福的“打开方式”。

读懂预期寿命提高背后的期待
尹双红

老有所为，不仅是
社会的期待，也是老年
人发自内心的精神需
要。构建老年友好型社
会，还要进一步畅通老
有所为的渠道，帮助老
年人更充分地参与社会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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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好！欢迎您搭乘中国东方航空

国产大飞机 C919 首航航班，从‘东方明珠’

上海飞往‘东方之珠’香港……”前不久，国

产大飞机 C919 首次执飞沪港定期商业航

班，正式开启地区航线商业运营。数据显

示，截至目前中国商飞已向内地三大航空

公司交付 16 架 C919 飞机。

这正是：

蓝天展翼显英姿，

沪港首航意飞驰。

国之重器显底气，

激扬创新凌云志。

徐雷鹏文   

上海虹桥机场，东航 C919 执飞的 MU721 航班正在起飞。

东方航空供图（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