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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莎莎

4 月 11 日，2024“沿着黄河遇见海”
文旅新媒体推广大会在聊城举办。大
会以“新创意·新生态·新消费”为主题，
旨在加强沿黄九省区联动联创，立足黄
河资源，挖掘时代价值，推出“爆款”产
品，共同探讨提升文旅新媒体推广水
平。

为一场演出，赴一座城市。2023年，
“跨城看演出”成为一种潮流，带动了很
多演出地的旅游业发展。那么，沿着黄
河去旅行，遇见山河大海，又何尝不是一
种极致的浪漫呢？落日归山海，星河入
梦来，春日黄河胜景令人向往；浩浩荡荡
的黄河水滋养着代代炎黄子孙，孕育出

了独特的黄河风情。难怪到场市民观看
“沿着黄河遇见海”图片展后，萌生了沿
着黄河去旅行的想法。

有太多关于黄河的故事要讲，有太
多黄河沿岸的自然、人文景观等待人们
去发现、去领略、去感受。这需要借助
社交媒体的力量，利用社交网络的话题
度，激发人们对特定城市形象的凝视和
遐想；也需要兄弟城市之间加强互动与
合作，共同谋划文旅产业发展的时代篇
章。

如今，社交媒体嵌入城市形象塑
造，聊城作为黄河、大运河交汇城市，借
助这次推广大会，形成了以内容为经、
以各传播平台为纬进行宣传报道的有
机整体。更重要的是，这场盛会全方

位、多角度、立体化地展现了聊城的城
市形象，向全国网友展示了聊城的自然
景观之美和文化魅力。

人们对一座城市的感知包括视觉、
听觉、嗅觉、味觉、触觉等方方面面，社交
媒体时代，人们用影像讲述城市故事，促
进了人与城市的连接。此次推广活动
中，有网络大V来到聊城，分享在聊城游
玩的感受和体验，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
城市游记，让这些内容触达更多网友，形
成传播热点。

注重推介网红打卡地，也注重挖掘
城市文化的内涵与深度。此次大会不仅
是一场城市景观空间的展演，更是一次
与万千网友的情感对话。曾几何时，赵
雷的《成都》等民谣凭借悠扬的曲调、回

忆叙事的歌词，诉说着城市特有的人间
烟火，打动了无数人。此次推广大会上，
歌手商先浩深情唱起原创歌曲《我在聊
城想你》，歌词串联起聊城的独特风景、
人文故事和历史坐标，展现出最为动人
的城市表情。美食推荐官细数聊城美
食，带着网友深度体验聊城在千年历史
发展中形成的丰富多彩的饮食文化，探
寻藏于岁月深处的味道。

通过新媒体的方式，大会向更多网
友展示聊城的城市形象，使本地人与
城市之间的情感纽带连接得更为紧
密；同时，吸引外地人建构情感认同，
让更多人认识聊城、爱上聊城，把聊城

“诗和远方”的精彩沿着黄河传得更
广、更远。

沿着黄河，把聊城的精彩传得更广更远

□ 张颖

公共绿地成了私人菜地，楼道成为私
人仓库，“僵尸车”、电动车随意停放……
老旧小区往往存在着这类不文明通病，这
些小区也成了城市治理的“老大难”。

然而，笔者近日在高唐县弘盛华庭小
区走访时了解到，这个建成于2008年的小
区，如今道路平坦，管理规范，秩序井然。
3年前，这个曾经的脏乱差小区，在社区协
调支持下，成立了业主委员会，带领居民自
筹资金进行了21项改造，通过更换物业、增
设车位、加装监控、修缮路灯、清理池塘等
措施，让这个曾经矛盾频发的老旧小区蜕
变为和谐美丽的花园式小区，“热心肠”的
业委会成员成了小区居民的主心骨，弘盛

华庭也成为远近闻名的明星小区。
影响群众居住环境的“顽疾”得到根

治，改变的不只是环境，还有心境。居住
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小区居民
看在眼里，乐在心里，从“你建我也建，要
乱一起乱”的摆烂心态，到自发行动起来
维护小区环境卫生，文明的种子已经在
他们心中生根发芽。

弘盛华庭小区的蝶变，为破解老旧
小区治理难题提供了范本——成立业委
会，实现小区自治，让自家人办好自家
事。利用“熟人效应”，选举产生由老党
员、老职工组成的小区自治管理委员会，
全程参与小区综合治理，邀请居民代表
共议小区大事小情，协商解决群众关心
关注的“关键小事”，协助社区破解治理

难题，打通老旧小区治理“梗阻点”，提升
老旧小区居民生活质量。

值得注意的是，居民自治的主力是
业委会成员，他们能胜任免费维修电器、
矛盾调解等工作，而一旦遇到下水道疏
通、绿化维护等专业问题，往往力不从
心，还需社区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联动共
建，破解老旧小区治理更多难题。

小区治理直接关系居民的切身利
益，影响居民的幸福指数。居民自治是
老旧小区进行自我管理的方式之一，在
争取政府支持的同时，还应注重做好各
个环节的配套，形成党建引领、多元共治
的社区治理新格局，让居民真正得到实
惠，切实提升幸福感和满意度。

小区自治，让自家人办好自家事

□ 张英东

“大学生都已成年，
成绩有必要告诉家长
吗？”近日，有关浙江大
学等多所高校期末寄成
绩单给家长的话题，在
网上引发热议。双方争
论的焦点在于，应该把
大学生看作“大人”还是

“孩子”。
有网友吐槽：“万

万没想到，读大学了还
跟小学生一样担心爸
妈看到成绩单。”持这
种观点的网友认为，高
校给家长寄成绩单把
大学生的“童年”延长
了，使他们失去了独立
的成长空间。

笔者认为，把高校
给家长寄成绩单的做
法看成一种“托育”行
为，是狭隘的、不成熟
的。能够坦然接受学
校给父母看自己的成
绩单，恰恰是大学生真
正走向独立、成熟的一
种证明。

无论成绩单上的
数字好看与否，家长是
褒扬还是批评，都应当
坦然面对。假如在学习期间太过放松，等
到结果出来时却羞于见“江东父老”，何尝
不是一种不成熟、不独立的表现呢？

标榜独立，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头上，
而要在行动上证明自己。“我已经长大成
年了”“成绩单是我的个人隐私”，这些理
由都不足以证明一个人真正的精神成
长。当一份成绩单寄到父母手中，不去
逃避、掩饰，而是认真地给父母分析，让
父母看到自己的优点和不足，比单纯反
对给父母寄成绩单要成熟得多。

大学阶段是一个青年逐渐摆脱对父
母依赖的过程，但这并不意味着无论做
什么都不需要和父母商量、都不用让父
母知晓。从家长的角度来说，也要把握
好尺度，应该把成绩单当作了解孩子的

“窗口”，而非过分丈量孩子“长短”的“尺
子”。

大学生的健康成长需要独立空间，
也需要关心和指引。培养大学生健全的
自我意识、独立的自我判断能力，不妨从
家长和孩子都坦然接受一份高校寄来的
成绩单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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