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察言观社

■孔德淇

当地时间12月4日，我国申报的“春节

——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在

巴拉圭亚松森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

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19届

常会上通过评审，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自古以来，春节就是中国最重要的传

统节日，象征着辞旧迎新、团圆和吉祥。从

腊月底的精心筹备、扫尘除旧以迎新春，到

贴上寓意吉祥的春联、阖家团圆围坐共享

年夜饭；从守岁时对新岁的殷切期盼，到正

月初一清晨走亲访友的拜年之礼，再到街

头巷尾热闹非凡的舞龙舞狮表演……这一

系列丰富多彩的年俗活动，饱含着中国人

对家庭、对亲情、对故乡深深的眷恋与热

爱，凝聚着中华民族数千年传承不息的文

化基因与情感密码。此次申遗成功，无疑

是对春节深厚文化底蕴与广泛社会影响力

的高度认可，是在世界舞台上为这一承载

着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节日树立起了重要

里程碑，同时也是对这一伟大传统节日全

方位、立体式的价值彰显。

毫无疑问，春节这一传统节日申遗成

功，对进一步弘扬传播中国博大精深的优

秀传统文化，推动年俗文化内涵式发展和

全方位展示意义重大。当然，非遗既要有

历史的厚重，也要能在当下鲜活，更要走向

未来。

这也意味着，非遗既需要代代传、人人

享，也需要常常新。虽历经时代变迁，春节

文化的核心内涵与情感纽带不会断，但与

春节文化相关的传承与推广，一定要推陈

出新，如此才能让古老民俗在新时代续写

新篇章。

与观赏传统手工艺等非遗不同，公众

体验春节文化有更强的情感共识与群体参

与性。每一声鞭炮炸响，每一次红包传递，

每一句新年祝福，都能直击心灵深处，唤起

中国人内心最柔软、最炽热的情感共鸣。

如今，通过重新注入时尚元素、增添互动体

验，如线上线下结合的“云拜年”创意互动

等活动，满足了消费者尤其是年轻人的文

化社交需求。近段时间，“国潮春节市集”

成为文化消费界的“宠儿”，契合了年轻人

期望在传统节日中感受新意与乐趣、在古

老习俗中探寻时代精神的追求。

事实也表明，类似用潮流方式推广优

秀传统文化能够广泛凝聚人心，有助于进

一步释放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激发其在

新时代的传承活力，在更年轻的群体中枝

繁叶茂，成为一种融入血脉、深入灵魂的精

神寄托与文化标识。

无论怎样创新，申遗的核心目的是“守

遗”，守护的最佳途径则是融入人们的生活

日常。当然，春节文化的传承保护仍需相

关部门不懈努力推进，在深挖春节文化底

蕴的基础上，以创新发展、动态传承、多元

交融等方式，使其回归本真、回归大众，让

年俗文化在传承与创新中绽放更绚丽光

彩，让每一个中华儿女都成为春节文化的

传承者与传播者。同时，要助力春节文化

在全球范围的传播，推动春节文化及相关

产业“走出去”，让古老的非遗穿越历史、跨

越国界，让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

春节申遗成功春节申遗成功，，让年俗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走向世界让年俗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走向世界
城市锐评

背景：
近年来，随着全民健身热潮的兴起和

体育消费市场的不断扩大，不少城市将体

育赛事视为推动地方经济发展、提升城市

形象的重要途径。近几个月，多场顶尖赛

事落户浙江区县，如2024年全国热气球

公开赛(浙江武义站)吸引全国多支队伍

空中竞技；绍兴上虞见证了2024年第9届

世界杯木球锦标赛的精彩瞬间；2024宁海

越野挑战赛上，全球近5000名越野跑爱

好者在大自然中挑战极限。不难发现，当

前，新兴体育赛事的承办地正从一二线城

市向县城转移，“小城办大赛”这把“火”正

越烧越旺。

@新华网思客：演艺市场和体育赛事

的下沉，让新一轮文旅生态竞争赛道进

一步凸显，为城市发展带来新活力和新

机遇。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县域城

市的硬件条件不断改善，与大城市硬件

的差距不断缩小。许多县域城市摩拳擦

掌、跃跃欲试，希望借助大型活动带来的

短期聚集效应，形成全新的城市吸引力。

此外，高铁等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使得

县域城市的可达性变强，出行的便利进

一步助力跨城观演、跨城赴赛比例的

提高。

@光明时评：大赛缘何青睐小城？从

主办方角度来看，在小城办大赛不仅有成

本优势，还有“情感加分”。一方面，小城

的“性价比”更高。随着基本公共服务日

益均等化，我国城乡区域间的差距逐渐缩

小，并且在信息技术的加持下，大城和小

城的信息鸿沟日益缩小。另一方面，小城

的人情味更浓，能为不同类型的赛事附加

情感和文化价值。

小城又为何渴望大赛？从承办方角

度来看，大赛能给小城带来更多人气和流

量。赛事经济在赋能引流、拉动消费等方

面有其独特优势，不仅能帮助小城链接更

加开放的市场，还能使其充分挖掘特色资

源，催生新的消费需求，迎来新的发展

机遇。

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
让参保群众更有获得感让参保群众更有获得感
■潘铎印

近日，江苏、河北等9个省份

31个统筹区正式上线医保个人账

户的跨省共济功能。跨省共济这

一新举措打破了地域限制，是继

全国所有省份实现个人账户省内

共济、23个省份扩大至“近亲属”

共济之后，迈出的重要一步。

近年来，全国多地陆续开通

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家庭共济”，

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的资金从仅限

职工本人使用拓展到可给直系亲

属使用，但在实际应用中存在地

域限制。如子女在异地的老人无

法实现异地就医共济，导致政策

无法惠及所有近亲属；多地已开

通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家庭共

济”，但主要集中在省内异地使

用，跨省共济尚未全面实现。

目前，我国跨省流动人口约

1.5亿，实现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

济，是广大参保人的真切需求。

医保个人账户近亲属间的跨省共

济，有助于减轻家庭医疗负担，增

强个人及家庭的抗风险能力，让

身处不同省份的家庭成员能够灵

活、高效地调配和使用个人账户

资金，以应对看病就医需要。

跨省共济能盘活更多医保个

账资金。笔者认为，从实际出发，

稳步破除共济账户在使用上的限

制，加快实现医保个人账户“全国

通用”非常有必要。数据显示，

2023年全国医保个人账户年收入

及支出均超6000亿元，医保个人

账户结存累计约1.4万亿元。医

保个人账户使用范围的扩大，对

盘活个人账户“沉睡”资金起到了

积极作用。特别是职工医保个人

账户共济打破省域限制，更能够

丰富资金的使用主体，惠及更多

有需要的人。

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将

促进社会资源的合理流动，助力

构建紧密的家庭经济共同体。随

着各项医改深入推进，各地方医

疗信息化建设步伐加快，电子病历

共享和处方流转的范围越来越广，

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的条件也

日益成熟。各地应加强医保制度

顶层设计，加快探索实施跨省共

济，促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

和治理，统筹推进相关配套制度和

保障机制的建立和完善，逐步扩大

医保共济的群体对象和覆盖范围，

实现医保覆盖面从小到大、保障

水平从低到高、管理服务从有到

优的转变，让广大参保群众更好

享受医保改革红利。

民有所呼，政有所应。医保

个人账户跨省共济计划将于2025

年全面实现。笔者相信，随着相

关举措的持续推进，“家庭共济”

将在未来的社保体系中发挥更加

重要的作用，为更多的家庭提供

必要的医疗保障，人民群众的医

保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将会更

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治理电动自行车治理电动自行车
违法乱象违法乱象

人称“小电驴”的电动自行

车，凭借轻便灵活的特点，成为

许多人的出行首选。但在一些

城市，“小电驴”闯红灯、超速、

逆行等交通违法行为屡禁不

绝，导致不少交通事故和人员

伤亡。

专家建议，各地从实际需

求出发，进一步规范、完善非机

动车道建设，增加交通导向标

志、机非车道隔离设施等，保障

电动自行车有路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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