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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莎莎

11月29日至30日，山东在曲阜举办
“何以中国 弦歌不辍”网络主题宣传活
动。何以中国，弦歌不辍，源于对文化根
脉的守护。

聊城，位于山东省西部，有 5000 多
年的文明史、2500多年的建城史，在代表
农耕文明的黄河文化与代表商业文明的
运河文化的双重滋养下，涵养了深厚的文
化底蕴和绵长的文脉。说到延续文脉生命
力，近年来，聊城在文化“两创”上持续探索
实践，使历史文化遗存在新时代焕发新活
力，让历史文化和现代生活融为一体。

深度挖掘和利用文化资源。城市历
史文化遗存是前人智慧的积淀，是城市

内涵、品质、特色的重要标志。聊城不
仅是《水浒传》《金瓶梅》等文学名著中
描述的城市，更是一座因拥有6处遗产
点、2段河道被列入中国大运河世界文
化遗产的城市。聊城通过精心打造节
会、赛事、文化活动和产业品牌，将文化
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为城市发展扩圈
引流。今年正值光岳楼建成650周年，聊
城策划开展了一系列庆祝活动，吸引八
方来客以楼为媒，共襄盛举，共品中华文
化之深邃，感受文旅交融之壮美。

将文化资源优势转化成发展动
能。通过“文化+”的赋能效应，发力文
旅品牌建设，多业态打造“两创”展示空
间，拓展地方文旅营销路径，打造独特的
城市 IP 和品牌。从东阿阿胶、冠县灵

芝、临清桑黄“聊城新三宝”到高唐锦鲤产
业，这些具有聊城辨识度的品牌IP，均通
过新媒体平台的广泛传播，受到网友关
注。

新业态迭出，城市“逆龄生长”。引
入新兴业态和进行城市更新，可使城市
在原有基础上焕发新生机，提升活力和
竞争力。在聊城，围炉煮茶、汉服旅拍
等新业态为古运河增添了一股朝气，海
源阁古籍数字工程让人“云端”纵阅古
今，米市街等老街道敞开怀抱迎接新友
故交……这种业态的更新不仅满足了
年轻人的潮流需求，还推动了文化遗存
的创新发展。今年夏天，在中国研究生
文化中国行（聊城站）活动中，来自全国
20余所知名高校的师生以青年视角诠释

新时代光岳楼文化，让聊城文化传承更具青
年力量。

以文化人、以文惠民。文艺作品反映人民
生活、表达人民心声，能激发人们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从而推动社会向前发展。本土文学作
品《马颊河十二月》、戏曲电影《孔繁森》、电
影《回西藏》、电视剧《铁血将军》等精品力作
的推出，在丰富群众精神世界的同时，为聊
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源源不竭的动力。

在“何以中国 弦歌不辍”网络主题宣传活
动中，山东大学文学院讲席教授、《文史哲》编
辑部主任杜泽逊表示：“弦歌不辍，不辍就是
不停，不仅不绝，还要奏得更响亮更好听。”我
们相信，通过现代科技手段和创新思维，聊城
推动文化“两创”工作将会更加出新出彩，也一
定会有更多的人向往聊城、喜欢聊城！

何以聊城 弦歌不辍

辛政 作

□ 刘学

打开一本书，你可以享
受书籍带来的精神滋养；参
加一次读书活动，你可以沉
浸在对优质图书的分享过
程中。中华民族自古崇尚
读书，有诗书传家、耕读传
家的好传统。如今，建设书
香社会已经成为一种共识，
全民阅读已经上升为国家
发展战略。

虽然越来越多的人喜
欢阅读，但是从整体上来
看，全民阅读仍存在一些不
容回避的问题。比如：不同
地区之间的阅读资源分配
不均，导致城乡、区域之间
的阅读水平差距明显。一
些偏远地区和农村地区的
阅读资源相对匮乏，影响了
人们阅读兴趣和阅读能力
的培养。公共图书馆在全
民阅读中的带动作用仍需
进一步加强，全民阅读社会
力量参与积极性有待进一
步提高，等等。

阅读是一个需要长期积累和坚持的行
为，如何促使人们养成持续阅读的习惯仍
是不小的挑战。笔者以为，可从以下几个
方面着力。

全民阅读推广工作的改进需要做好顶
层设计，探索建立政府—社会—市场多维
度支持保障机制。通过立法保障全民阅读
工作的推广和实施，确保资源合理分配，形
成广泛动员、凝聚各方力量的全民阅读推
广工作发展格局。

做好全民阅读推广工作，需要有高素
质人才的支撑。这些人才应具备专业知识
和实践能力，能够实施有效的阅读推广策
略，提升全民阅读兴趣和阅读能力；能够利
用现代技术和创新方法，扩大阅读的覆盖
面和影响力，确保阅读资源的公平分配和
有效利用。应加快制定基础阅读书目，为
不同年龄段的读者提供推荐书单，引导全
民阅读质量提升。

鼓励社会层面开展多元化活动，如阅
读马拉松、阅读沙龙、读书分享会等，吸引
不同年龄段和兴趣点的读者参与。加强专
业和民间阅读推广机构的合作与整合，进
一步提高全民阅读社会力量的参与积极
性，大力营造全民阅读氛围。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阅读就是步
步攀升的坚实脚步。愿我们每个人都从自
身做起，争做全民阅读的践行者、推动者，
养成终身阅读的习惯，在阅读中获取知识、
陶冶性情，涵养心灵、提升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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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江

近日，湖南长沙县有市民晒出一份
《依法履职处理意见书》，这份由县卫生
健康局出具的正式文件全文不过200余
字，竟赫然出现了包括“呈沙医院”“指释
中心”“急技任务”等7处错误，令人瞠目
结舌。

众所周知，政务文书作为政府部门
履行职责、传递信息、规范行为的重要载
体，其准确性和规范性至关重要。每一
份政务文书的出台都代表着政府的立场
和态度，影响着公众对政府的认知和信
任。而这份《依法履职处理意见书》错字
连篇，着实让人大跌眼镜。它刺痛了公
众的神经，也损害了政府的形象。

错别字的出现看似小事，实则不
然。它反映出相关部门在文书撰写、审
核、发布等环节上的疏漏和不严谨。在

直面民众的文件中，竟然连基本的文字
准确性都无法保证，怎能让人信服其依
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

进一步而言，这一事件之所以引发
热议，除了错别字本身的问题，还与公众
对政府部门工作作风的期待有关。在公
众心中，政府部门应该是严谨、高效、负
责任的代名词，但这份错字连篇的文件
一方面让公众质疑其工作作风，另一方
面让人怀疑其执法的专业性，进而影响
到对相关机构的信任。

出现网络舆情后，长沙县卫生健康
局随即发布情况通报，称工作人员未对
电子文档进行校核便直接打印。目前，
该工作人员已被停职调查，相关责任领
导已按程序启动问责。

这样的处理态度当然是必要的，但
还远远不够。就出具公文的一般程序而
言，至少包含拟稿、审批和领导签批三个

流程。在此事件的把关流程中，但凡有
一个环节守住了，都不可能出现这么多
的低级错误。人常说“细微之处见精
神”，政务人员如此精神涣散混日子，折
损的不只是部门的脸面，也伤害了百姓
的感情。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马虎、松散
的工作作风并非一蹴而就，要改变这样
的现状恐怕还得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
要加强文书制作和审核的规范化管理，
建立健全相关制度和流程，确保每一份
政务文书的准确性和规范性。同时，要
加强对相关人员的培训和教育，提高他
们的专业素养和责任心，让每一位工作
人员都明白，自己手中的每一份文件都
代表着政府部门的形象和公信力，必须
认真对待、严格把关。少一些敷衍了事，
多一些咬文嚼字，方能赢得民众的信任。

据《钱江晚报》

200字文件7处错误，改作风不能止于问责

爱莫能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