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李丽

近期，有关“老有所为”的新闻不断
见诸报端，比如《聊城晚报》刊发的《茌平
区“红邻书记”助力城市基层治理》《老党
员梁长洪有了新头衔》《房玉和：退而不休
献余热》等，讲的都是一些退了休的老年
人，退而不休，利用自己的专长，或积极参
与社区治理，或在适合的岗位上发挥余
热。这些“闲不住”的人，为民服务不计报
酬，为和谐社区建设贡献力量，促进了文
明城市建设，获得了市民称赞。

常言道“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对社
会来说亦是如此。一些低龄老年人阅历
丰富、经验广博，是人才队伍中不可或缺
的重要组成。如何用好这部分宝贵的人
力资源，体现着各级各部门的智慧。我
市设“红邻书记”，为老年人搭建干事创
业的平台，就是充分释放“银发活力”的

生动实践；2023年被千万网友点赞并呼
吁“全国推广”的“共享奶奶”，则是宁波
文明城市创建的产物——招募“共享奶
奶”帮助有需要的家庭接送放学的孩
子，体现的是宁波政府直面群众需要，
在社区治理中进行自我调节、互帮互助
的一种民间智慧；陕西小伙儿张新斌，让

“无事可干”的留守老人饲养土鸡，然后
搭建平台把鸡蛋送到城里换钱，为社会
减轻负担的同时，还为乡村振兴添了一
把柴、出了一份力。这些舞台的搭建，无
疑让老人活出了体面、活出了自信、活出
了自豪感。

为老人搭建老有所为的平台，亦是
对老年弱势群体的关爱。每一位老年
人都期望拥有一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的晚年，特别是刚刚退出工作岗位的低
龄老年人。这些人有的具有较高的专
业技能，有的具有丰富的学识；有的善

于统筹管理，有的善于沟通协调；有的
勤恳吃苦能担当，有的严谨细致负责
任。对他们来说，退休就像疾驰在高速
公路上的汽车来了个急刹车，内心有着
种种焦躁、不安甚至是恐惧等情绪。这
些人特别需要一个重新施展的舞台，来
发挥余热，体现自我价值。

当然，“五老”人员——老干部、老战
士、老专家、老教师、老模范，大多不会缺
少施展能力的舞台，但对于大多数老年
人来说，则需要有关部门，特别是社区等
基层部门，顺应时代发展需求，创新思
路，搭建合适的舞台，统筹促进老年人积
极参与社会活动，让新时代的“活力老
人”以丰富多彩的方式当好国家政策的

“宣传员”，培育下一代的“辅导员”，邻里
纠纷的“调解员”，为基层治理注入澎湃

“银发”新动能。

“老有所为”需要施展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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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博

近日，广州一货车撞上
一辆劳斯莱斯，劳斯莱斯车
主被撞后淡定拍照并发到社
交网络，引发了网友关注。
事发后，劳斯莱斯车主大度
地与货车司机和解，并连续
录制多期视频发布在社交网
络。不少网友认为此次车祸
可能是剧本，有摆拍嫌疑。
虽然博主本人在后续视频中
坚称视频内容真实，但这一
说法并未平息质疑。经过此
次事件，劳斯莱斯车主社交
账号飞速涨粉，短短几日粉
丝已经突破140万。

无论这起事件是真实发
生还是按剧本演绎，网友此
起彼伏的质疑声说明：大众
在被各种摆拍短视频欺骗
后，已经对短视频平台的内
容充满了不信任感。

实际上，利用摆拍骗取
流量的行为在短视频领域尤
为泛滥，打开抖音、微博等社
交平台，此类短视频比比皆
是。一些创作者为博眼球，
编造各种荒诞剧本，触及社
会敏感话题，试图引起网友关注、引发大众共
情。这种行为不仅是对事实的歪曲、人性的
亵渎，也是对大众共情的滥用和消费。

治理此类网络乱象，须监管部门、商业平
台、社会公众同向发力。

相关部门应加强监管、守土尽责。去年12
月，某视频博主发布“给住院婆婆吃泡面”的摆
拍视频，引发网络关注，造成恶劣影响。公安机
关依法对该博主作出了行政处罚，并对其网络
账号采取永久关停措施，在社会上产生了不小
的震慑作用。对造假摆拍者，相关部门不能熟
视无睹，必须依法严惩，彻底斩断其流量利益链
条，真正发挥监管作用。

商业社交平台应加强自律、合规经营。
去年7月，中央网信办发布的《关于加强“自媒
体”管理的通知》要求，“自媒体”如发布含有
虚构情节、剧情演绎的内容，网站平台应当要
求其以显著方式标记虚构或演绎标签。鼓励
网站平台对存在争议的信息标记争议标签，
并对相关信息限流。此外，平台也应该加强
对创作者的引导，优先推荐有价值、有质量、
有品位的内容。

从淄博烧烤爆火、贵州“村超”出圈到哈
尔滨爆红网络……事实证明，真诚，不玩套路
才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流量密码。公众既是
内容的创作者，也是内容的接受者和传播者，
应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追求真实、健康、有意
义的内容，提升自身的辨别力，让优质内容获
得更多支持和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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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郝凯

在长达1200多天的停更之后，知名
传统文化短视频创作者李子柒归来。
11月12日，在李子柒发布的第一条以中
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漆器为主题的视频
里，她还原了漆器的制作流程，展现了
传统的工艺美学。从视频中可以看到，
漆器的制作时长，从2023年的小暑一直
延续到当年的大寒。制作漆器的过程
虽慢，视频传播速度却快得惊人，该视
频发布5小时后，仅微博平台的观看量
就突破了1亿。

11月13日中午，李子柒又进行了更
新，这是一条制作蜀锦的视频，时间跨

度穿越了四季。视频结尾，她弹奏钢琴
并演唱歌曲《如愿》，同时表达了对观众
的美好祝愿，希望每位看到视频的朋
友都能“锦上添花、绽放绚烂，称心如
愿、一世荣华”。“长期主义者”李子柒
席卷了国内各大平台的热搜，在她的
YouTube 频道下边，汇聚了汉语、英
语、泰语、意大利语、日语等多种语言的
祝福。

李子柒因为批判“资本好手段”而
隐退，断更1200多天后，归来时仍是顶
流。“长期主义者”最好的回报，是时间
给予的回赠。如同一坛老酒，精美的视
频也需要时间慢慢酝酿 、铺陈。在

“123，上链接”的聒噪中，在追求“即时

满足”的风尚下，李子柒的视频就像是
一股清流，为过热的生活降了温。

离开的日子里，李子柒没有闲着。
她解决了和资方之间的 IP 归属纠纷，
这是一个“网红”最重要的身份问题。
这段日子里，媒体报道她拜访了上百位
非遗传承人，可能预示着她接下来的创
作主题。

非遗传承人的“手艺”适合慢动作
展现，漆艺、印染、木工，都适合审美化
表达，这是一个“长期主义者”可以持续
耕耘的领域，既有政府支持，也可以向
全世界有效推广中国文化。从此，信奉

“长期主义”的李子柒不再是一个孤单
的“网红”，而是一个文化符号。李子柒

复更后，成都漆器工艺厂在其视频下留言：
“我们不能定义人也无法定义物，每件事发生
都有自己的使命，他们在冥冥中努力，让人与
物找到他们共栖的归途。”

静水流深，行之以恒，“长期主义”是一种
反映质朴和耐心的智慧。“长期主义者”目标
更为坚定，并愿意为此放弃“即时满足”。在
摸黑行路的人生历程中，他们认得清差距，能
在云谲波诡的现实面前蛰伏、积蓄能量，是不
折不扣的行动派。笔者相信，李子柒的故事，
也发生在中国千千万万个奋斗者身上。这些
奋斗者信奉“长期主义”，他们是时间的朋友，
从来不畏外界风浪。他们坚信，只要方向对
了、不停下脚步，再远的路也终将抵达。

从李子柒回归看“长期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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