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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宵节需要更多“文化馅儿”
文/徐剑锋

“码上办”
据报道，北京中关村创业大街推出了“码上办”线

上平台，创业者通过扫码就能获取企业咨询、财税筹
划、知识产权等9大类服务。

彭爱珍评论说：由“码上办”，很多人自然会想到

“马上办”。如果说，“马上办”体现的是一种办事的态

度，那“码上办”则体现了互联网时代的办事效率。

以创业者想办理工商变更为例，以前的情况是，

为了了解政策和准备材料，创业者要来回跑。而现在

有了“码上办”平台，客户只要通过线上平台图文并茂

的介绍，就能够了解到相关内容，然后根据需求直接

线上下单购买服务产品即可。更加人性化的是，相关

材料会由专人上门收取。这样一来，给创业者节省了

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我看来，“码上办”是互联网时

代的服务升级，这样的做法多多益善。

骗术“钟情”老人 各界需要更多行动
文/然 玉

据《新京报》报道，春节前，多地曝出老年人被骗

的消息。在一些保健品公司和收藏品公司的内部，“如

何获得老人信任”“研究老人的心理”竟然成为上岗培

训课程。推销员通过口头亲切称呼甚至认干亲等“温

情攻势”打动老人，有的甚至直接管老人叫“爸”“妈”，

取得信任后进而行骗。

越来越多信息表明，针对老年人的骗局“遍地开花”，

相关骗术也变得越发“缜密”。从某种意义上说，针对老年

人的骗术，已成了一种专门性的“学问”，行骗者从实践中

总结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经验，并将之标准化、普及化。

当一套与老年人打交道、做推销的“学问”不断被提

炼、被传播、被移植，那么类似的骗局在不同行业被频频

复制也就不足为奇了。事实上，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近些年

来，会形成层出不穷新骗术共同“围猎”老人的局面。

反思老年人易骗，人们往往习惯于将原因归结于

老人的空虚寂寞，归结于他们急于“证明自己”的那股

冲动倔强。这种种归因逻辑当然不无道理，可在此之

前，我们似乎更应该扪心自问，自己是不是做得足够

多、足够好，是不是已经尽了一切努力来创造有利于

防骗反骗的社会环境？也许，真的不是老人钱多人傻，

而是骗子们太过狡猾。正如案例中所披露的，行骗者

已然形成了高度组织化的行动团体，并且“精研业

务”、彼此呼应。这究竟要老人们如何设防？

游离的、个体的、空巢独居的老人们，不会是有备

而来行骗者的对手。明乎此，我们更应明确一点：过度

责难老年人天真易骗毫无意义，真正重要的是，拿出

足够的耐心与投入，来优化公共执法方式和公共制度

防线，以此来回应“骗术的围猎”。

今年春节期间，呼和
浩特市各大健身场馆、羽
毛球场等运动场所可谓挤
爆了棚，近3万市民将运动
健身作为休闲方式，追求
过个健康年。（2月26日《北
方新报》）

春节期间，各个运动

场馆的大受欢迎，说明很

多市民选择了“健康过

年”。这是值得点赞的过年

方式。要知道，很多人在春

节长假期间青睐大鱼大

肉，习惯晚睡晚起。这不但

让生物钟紊乱，也不利于

身体健康。

笔者以为，我们更应该

将“健康过年”升级成“健康

过日子”。一些市民之所以

选择“健康过年”，是因为

“平日上班没有更多时间去

运动”。显然，如果平时缺乏

运动，只选择春节期间动起

来是远远不够的。

那么，如何将“健康过

年”升级成“健康过日子”呢？

对上班族来说，最主要的其

实还是观念和态度问题。只

要观念上重视，视健身和吃

饭、工作同等重要，健身的时

间自然会挤出来。比如骑自

行车上下班、每天早睡早起1

小时、推掉一些油腻的应酬，

时间不就有了吗？

只要愿意且重视，将

“健康过年”升级成“健康

过日子”并不难。

大红灯笼高高挂，舞龙

锣鼓震天响；京剧舞台下围

得里三层外三层，捏面人、画

糖人的民间艺人小摊前排

起长队……不知道的人还

以为这里在办一场新春庙

会。24日上午，武汉市洪山区

广埠屯小学举行了一场别

样开学礼，千余名学生感受

了浓浓的传统中国年味。

随着春节假期的正式

结束，全国很多地方的中小

学也迎来了自己的开学日。许

多中小学开学典礼，通常是由

校领导在给全校师生送上新

学期祝福的同时，也提出一些

希望和要求。一些学校还会安

排优秀学生代表、优秀班主

任、家长代表发言等。尽管在

具体的安排上有所不同，但大

多数中小学开学典礼的内容、

流程，都是大同小异的。

但是对于武汉市洪山区

广埠屯小学来说，今年的开

学典礼却令人耳目一新。走

进这所小学的开学典礼，恍

然之间还以为自己走进了哪

个地方的传统庙会，现场不

但有人舞龙舞狮，而且捏面

人的、画糖人的、卖糖葫芦的、

吹棉花糖的……传统民间手

艺也是应有尽有，让这些小

学的孩子们乐翻了天。

在这样的开学典礼

上，孩子们不但可以现场

观看各种充满浓郁传统文

化的活动，而且还可以亲

自参与其中，感受到传统

文化的魅力。对于那些在

平时学习成绩优异、表现

良好的学生，还可以通过

上个学期学习过程中积累

的积分，在开学典礼上兑

换面人、糖人等等各种小

礼物，可以说是寓教于乐，

起到了一定的激励作用。

“庙会式开学典礼”的

热闹当然只是一个方面，最

为关键的是，通过开学典

礼，可以让中小学生参与传

统文化活动，感受传统文化

的熏陶，有助于学生了解和

喜欢传统文化。而这恰恰是

目前许多中小学生所缺少

的，也是他们所期盼的。

元宵节即将来临，首府
的各项元宵节文化活动特
别丰富，尤其是在内蒙古少
数民族群众文化体育运动
中心，将举行呼和塔拉元宵
节群众文化社火活动，届时

会有焰火秀、赏花灯猜灯谜、
文艺晚会、社火展演等81项
活动。（2月27日《北方新报》）

正月十五闹元宵，元

宵节不仅仅是一家人围在

一起吃一碗元宵那么简

单，更多的在于强调共同

欢庆的文化氛围。无论时

代如何变迁，形式怎么变

化，元宵节的文化内涵、精

神实质不会变，其中蕴含

的民族精神、文化财富应

该得到传承和发展。

当下的元宵节，我们

并不缺少元宵，需要的是

“文化节礼”来满足精神需

求。一颗元宵、一只灯笼、

一次灯谜竞猜、一场舞狮

表演，所有这些，都是对传

统文化的共同坚守。从这

个意义上讲，闹元宵，我们

不能只图个热闹，关键要

“闹”出文化味来。

当传统遭遇网络，“网

络上的元宵节”也势必成为

一种过节的“新常态”。顺应

时代发展的潮流，让传统元

宵习俗插上“互联网+”的

翅膀，越来越成为社会共

识。应看到，网上猜灯谜、挂

灯笼、对对联，也不失为一

种好形式。充分挖掘“节文

化”的内涵，并不断地融入

具有时代特征、民族特色、

区域特点的内容，同样可以

让线上线下一样热闹，让元

宵节的文化味更浓。

评论投稿信箱：

bfxbbtxw@163.com，

请注明“本土声音投稿”。

投身公益
春节更有意义

文/南 木

春节刚过，元宵节即
到。内蒙古血液中心为感
谢广大爱心人士对无偿献
血的支持和奉献，吸引更
多的市民加入到无偿献血
行列中来，特举办“一起来
献血，一起闹元宵”献热血
送元宵活动。（2月27日《北
方新报》）

献血送元宵，显然不

是等价交换。一袋元宵的

价钱并不高，而血液的价

值是无法衡量的，将之用

在救死扶伤，弥足珍贵。血

液中心送元宵，并非是用

物质奖励来鼓励人们献

血，而是借元宵节的热度，

再一次呼唤爱心，引发公

众对无偿献血事业的重

视。

尽管目前内蒙古血液

中心血液储备充足，但通

过以往媒体的报道，我们

会发现血荒会时不时出

现，导致医院用血紧张。激

发公众献血热情，保持一

支不断扩大且稳定的献血

队伍，是一项永远在路上、

不能停歇的工作。

献血不是简单的付

出。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在献血上体现得最为明

显。我们每个社会的一员，

都是潜在的受益者，符合

献血条件者都应用积极的

行动回应血液中心的爱心

召唤。

如今，过年方式多元

化、个性化，观影、读书、健

身、旅游等内容渐渐成为

新年味的有机组成部分。

与之相比，一个公益的春

节，充满爱心的春节，更有

意义，更有纪念价值，也应

该融入年味。体现公益与

爱心，不妨就从无偿献血

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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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样开学礼展现传统文化魅力
文/苑广阔

将“健康过年”升级成“健康过日子”
文/王锦南 画/沈海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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