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受强冷空气影响，11月8日至9日，辽源迎来新一轮降雪，街道、
公园到处白雪皑皑，一片北国风光。

9日清晨起床拉开窗帘，室外已是漫天飞雪、银装素裹的冰雪世
界，树木、房顶、地面仿佛裹上了雪毯。市民的朋友圈里，“晒”雪景
成为开启一天生活的话题。此刻，东辽河景观带内、琵琶桥上、斜拉
桥周边、半岛广场内、仙人河沿岸、龙首山公园、向阳山上，人们或是
散步在飘逸的雪中，或是用手机拍下美丽雪景。这一时刻，大家忘
却烦恼和忧愁，都沉浸在这冰雪世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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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依托新技术、新场景、
新业态，一批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实现文旅融合的视听文艺作品
走进大众视野。这些作品思想内
涵深刻，生动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滋养着
新时代的文艺节目。综艺节目《登
场了！北京中轴线》从地理空间入
手，通过“时空列车”这一创意，剧
情化呈现北京中轴线上的重要景
点与历史文脉。文化节目《跟着李
白看中国》，从李白流传千古的经
典诗词入手，通过实地探访李白曾
经旅居过的四川江油等地，感受李
白笔下的美丽山河和人文风情，呈
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古代到当
代的传承发展。河南卫视“中国节
日”系列节目，以“网剧+网综”的
形式切入，探索古老文化习俗与时

代热点的传承转化。在《2023端午
奇妙游》节目中，45分钟的文化典
籍漫游，让观众看到中华文明长河
一路奔涌、波澜壮阔。

一批反映乡村振兴、助力非遗
活化的文艺作品涌现，以丰富多样
的艺术形式，赓续历史文脉，谱写
当代华章。纪录片《记住乡愁》第
九季中的《黄陂——木兰故里 四
季花开》呈现了湖北武汉黄陂区独
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和民俗风情，从
单一的农产品种植，到利用非遗技
艺发展文旅融合，串联起乡村振兴
新图景。纪录片《沈从文与湘西》
从人与故土的视角切入，通过对湘
西秀美自然山水的描述和对质朴
厚重民族文化的梳理，让观众看到
了湘西的悠长文脉。借助短视频，
贵州台江县“六月六”苗族吃新节
上的“村 BA”乡村篮球赛引人关

注。赛场之外，“村BA”旅游线路
悄然形成、文创产品持续涌现，各
地游客奔赴台江，沉浸体验黔东南
的地域文化。

城市发展也受到“影视+文
旅”的有效带动。2023年暑期档动
画电影《长安三万里》用动画形式
呈现繁花似锦的长安城，带火了陕
西西安的旅游，许多景区一票难
求，地铁站外大排长队。《2021七夕
奇妙游》让龙门金刚名声大噪，河
南洛阳龙门石窟旅游持续升温。
洛阳文旅集团发布的数据显示，截
至今年 8月底，龙门石窟共接待游
客 425 万人次，同比 2019 年增长
77.8%。景区内的沉浸式特色旅
游、研学活动、文创产品，成为满足
青年游客需求的文化大餐。

影视作品传播城市文化，同
时，各具特色的城市文化也在滋养

着影视创作。例如，红瓦绿树、碧
海蓝天的青岛是青春校园片钟爱
的取景地，影视剧《天才基本法》
《你好，旧时光》《送你一朵小红花》
均在这里拍摄。胡同、古建交相辉
映的北京，助力《梦中的那片海》
《情满九道弯》《心想事成》等影视
作品演绎人间冷暖。“影视+文旅”
新模式赋能城市发展，需要取景地
不断提升历史文化挖掘的真功夫，
以守正创新的责任担当，实现城市
历史文脉的高质量传承发展。

可以看出，文旅融合促进了人
们对当地文化资源的重新认识与
深入挖掘。视听作品通过故事化
表达和艺术化呈现，将资源和传统
转化为独特的文化形式。期待视
听领域涌现更多优秀的新作品，让
文化和旅游的双向奔赴更加深入。

（转自《人民日报》）

文旅融合视听作品走进大众视野
武欣

早晨起来，在小区门口的社区早餐
店点一份热气腾腾的早点；中午饭前，到
社区便民菜店挑选几样新鲜的食材，做
一顿丰盛的午餐；晚上闲暇，来社区便民
中心领取代收的网购快递，修理坏了的
衣服拉链……如今，越来越多的城市居
民发现，家门口的社区商业更完善、生活
更方便了。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给
群众带来了满满“家门口的幸福”。

在城市消费和生活的版图中，如果
说大型购物中心是“主动脉”，那么以周
边社区居民为服务对象的一刻钟便民生
活圈就像是“毛细血管”，作用不可小
视。建设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是增进
人民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让改革发
展成果惠及更多群众的重要举措，对于
惠民生、扩内需、促消费，以及畅通国民
经济循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等具有
重要意义。

出台指导意见和建设指南、确定三
批共150个地区开展试点、制定《全面推
进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三年行动
计划（2023—2025）》……2021 年以来，商
务部联合有关部门积极推动城市一刻钟
便民生活圈建设，取得明显成效。截至
今年6月底，前两批80个试点地区累计建
设便民生活圈2057个，涉及商业网点45
万个，带动社会投资440多亿元，带动就
业300多万人，直接服务社区居民4200多
万人。越来越多社区的服务更全面了、
质量也更让人放心了，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大大提升，一刻钟便民生活
圈建设给试点区域的居民带来实实在在
的便利和红利。

同时也要看到，从全国范围看，一些

城市社区还存在商业网点布局不科学、
设施老化、业态传统、服务单一、新业态
新技术新模式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问
题，居民生活不便利的问题还不同程度
存在。比如，一些新小区商业配套招商
还不齐全，生活不够便利；一些老旧社
区，商业设施简陋、业态传统，由于历史
原因，改造提升的空间有限；还有一些社
区，老年人较多，但相应的助餐助浴、康
复护理等服务还不完善。建好一刻钟便
民生活圈，必须瞄准消费需求，既通过增
加数量解决“有没有”的问题，也注重提
升质量满足“好不好”的关切。

从实践来看，一些地区在更好推动一
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上，积累了不少政策
创新、管理创新、模式创新方面的经验。
北京将便民生活圈纳入商业消费空间布
局专项规划，科学布局生活圈数量，建立
动态地图、精准补建网点。上海徐汇区大
力建设集养老、医疗、文体等为一体的“生
活盒子”，除了常规的社区食堂、医疗卫
生、文体活动等，不少“生活盒子”还因地
制宜提供特色服务。这些探索启示我们，
建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既需要坚持问计
于民、问需于民，缺什么、补什么，进一步
提升服务的精准化水平，也需要千方百计
调动经营主体的积极性，解决好如何补的
问题。如此，才能更有效提升一刻钟便民
生活圈的服务供给水平。

更好推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还
要继续向创新要动力。比如，鼓励场景和
模式创新，发展线上线下融合的即时零售
模式，赋能实体门店，拓展服务半径。再
如，鼓励健身房、保健理疗店等进社区，推
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与养老托育圈、文化
休闲圈、快递服务圈等“圈圈相融”。

以精准满足需求为基础，以创新为
动力，以提升社区生活消费的便利化、品
质化水平为目标，相信在未来，一刻钟便
民生活圈将在改善服务民生、促进消费
升级、畅通城市经济“微循环”方面发挥
更大作用。 （转自《人民日报》）

拓展群众“家门口的幸福”
王珂

既通过增加数量解决“有没
有”的问题，也注重提升质量满足
“好不好”的关切

不久前，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
联合印发《关于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基
础性作用 推进诉源治理的意见》，
要求进一步发挥人民调解在矛盾纠
纷预防化解中的基础性作用，深入推
进诉源治理，从源头上减少诉讼增
量。

人民调解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
的法律制度，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
制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目前，我国
基本形成了覆盖城乡和重点领域、重
点单位的组织网络，大量矛盾纠纷通
过调解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诉前。仅
2022年，通过人民调解方式化解的矛
盾纠纷就达到1494万件，这既减轻了

当事人诉累，也维护了社会和谐稳
定。

纠纷调解贵在“及时”和“就地”。
人民调解组织扎根基层、遍布城乡社
区，人民调解员来自群众、熟悉社情
民意，处于防范化解矛盾的最前沿。
实践中，各地加强矛盾纠纷排查，推
进形式多样的个人、特色调解工作室
建设，最大限度实现矛盾纠纷及早发
现、就地化解。我们要进一步织密建
强人民调解组织体系，扩大覆盖面，
延伸工作触角，坚持抓早抓小抓苗
头，实现矛盾纠纷的前端化解、实质
化解。

人民调解，既要广覆盖，还要高

质量，特别是要在专业性上下功夫。
随着我国社会进步和发展，矛盾纠纷
也相应呈现出快速增长、诉求多元等
特点。为此，我国持续推进医疗、道
路交通、劳动争议、物业等行业专业
领域调解工作，并向互联网、知识产
权、金融保险、消费旅游等领域拓
展。面对新挑战、新特点，要进一步
加强新业态领域矛盾纠纷化解，积极
打造人民调解的专业版、升级版。

矛盾调处得好不好，关键在人，
在调解员的能力本领。目前，人民调
解员队伍不断壮大，素质不断提升，
但也存在年龄和知识结构不尽合理、
专职人民调解员占比较小等问题。

应推动更多法治力量向引导和疏导
端用力，凝聚调解工作合力，群众才
能更信服，矛盾纠纷才能实质化解。
比如，加强对人民调解员的培训，不
断提高能力水平；吸纳律师、公证员、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等社会专业人
士和退休政法干警等群众工作经验
丰富的人员担任人民调解员。

法治建设既要抓末端、治已病，
更要抓前端、治未病。坚持和发展
好新时代“枫桥经验”，进一步加强人
民调解工作，推动源头预防、就地实
质化解纠纷，必将让群众生活更美
好，让平安中国、法治中国的底色更
亮更足。 （转自《人民日报》）

加强人民调解 促进社会和谐安定
魏哲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