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侯莎莎

最近，聊城一家洗车店的故事被媒
体报道，引发公众关注。这家洗车店的
洗车师傅大多是智力残疾人员，但他们
相互配合，像麻绳一样拧在一起，共同完
成洗车任务。他们用双手创造美好生
活，重拾对生活的希望。

视频中，冲水、擦车、吸尘……大家
分工明确，细致入微地清洗每一辆车，即
使是最不起眼的污渍，都被他们一遍又
一遍地擦拭。尽管身患残疾，但他们的
工作态度和能力毫不逊色。这种敬业
精神和对工作的热爱，打动了万千网
友。

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代里，洗车店
的师傅们用行动告诉我们：无论面对怎
样的困难，只要有态度有信心有行动，就
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这个洗车店的故事在社交媒体受
到广泛关注，网友的反馈充满了正能
量。有人称赞“这是一群可爱的人”，有
人赞扬“老板有爱心”，也有人表达对残
疾人的关爱，呼吁“这样的店铺应多开几
家”，还有人询问“洗车店在哪儿，要去洗
车”。这些留言肯定的不仅是洗车店，还
有员工自立自强的精神。

温暖和关爱是连接人心的桥梁。洗
车店负责人许婷介绍：“有人知道这一情
况，洗车时就多给一些钱，还有人放下礼

物就走，社会上很多人用自己的方式照
顾着店里的生意。”凡人善举，就像一束
光簇拥另一束光，一滴水融入另一滴水，
汇聚成社会暖流、水城大爱。

奔 向 美 好 生 活 ，一 个 都 不 能 少 。
残疾人权益是否周全、残疾人发展是
否顺畅，映照社会文明的水位。让每
一个个体都能无障碍地工作和生活，
是促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的应有之
义，也需要全社会给予无私包容和大
力支持。

为帮助残疾人掌握一定的职业技
能，找准自己的职业定位，我市积极强化
职业技能培训支撑作用，持续完善残疾
人就业支持体系，帮助残疾人通过生产

劳动积极融入社会，在共建共享发展中
有更多获得感。如，9 月 5 日，2024 年聊
城市残疾人直播电商培训班（第一期）在
聊城市国际象棋训练基地举办，为期一
周。又如，临清市推行“3+1+N”残疾人
就业创业模式，扩大了残疾人就业面，提
高了残疾群体就业率。

聊城这家“不一样”的洗车店，不仅
让我们看到了何为敬业，还让我们看到
了人性的光辉。在这里，洗车师傅的每
一个微笑、每一次努力，都是对这个世界
最温暖的回应。让我们以行动传递关
爱，用关爱温暖人心，让残疾群体收获更
多可感可及的幸福体验。

为残疾人劳动筑梦创造更多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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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庆功

进入12月，阳历新年进入倒计时。可
在很多人的心里，却已经开始计算春节的
距离了。可以说，不论身处哪个年龄阶
段，也不论世事如何变迁，春节，永远都是
一个不会被我们忽视的时间节点，而盼望

“过年”，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已经成为
一种沉淀在血液里的情愫。

2024年12月4日晚，我国申报的“春
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
践”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也标志着对中
国人有着重要意义的春节得到了全世界
的认可，而春节所承载的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也将进一步在全世界范围内得以传
播和发扬。

春节是中华文化最古老、最重要的
传统节日，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
化内涵。春节期间一系列的仪式、习俗

和活动，如贴春联、守岁、拜年等习俗，还
有舞龙舞狮、逛庙会等传统民俗活动，是
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智慧结晶，蕴含着
团圆、和谐、感恩、吉祥等价值追求，而它
所体现的核心价值其实就是“人间温
暖”。正是因为这温暖，春节才成为中国
人世世代代传承不息且寄予浓厚情感的
节日；也正是因为这温暖，它才得以跨出
国门，被更多的国家和民族所接纳和认
同。目前全世界有近20个国家将春节定
为法定节假日，全球约五分之一的人口
以不同形式庆祝春节，第78届联合国大
会还将春节确定为联合国假日。这温暖
是一种坚实的情感纽带，深深系在人们
心间，有力促进了家庭和睦及人与自然、
人与社会的和谐。这温暖也早已经深深
扎根于中国人的集体潜意识中，成为中
华民族的文化基因。

其实，近年来，随着时代的变迁与社会
的进步，人们对年味的怀念与追寻，也正是

对这种“温暖”基因的珍视与对其产生疏离
现象的担忧。如何让年味浓起来，让春节
的“温暖”基因继续传承发扬下去，已然成
为我们面临的一个课题。事实上，任何优
秀的文化，只有与时俱进，才能在时代的浪
潮中永葆生机与活力。在传承和发扬春节
文化上，我们也同样需要既通过各种方式
和渠道，如重拾家庭仪式感、参与各种民俗
活动等来传承传统习俗，也通过创新过节
方式，如通过线上团聚与云拜年互赠祝福、
与亲友一同参加春节主题旅游活动等来体
验不同的年味。

让我们行动起来，在传承中创新，在
创新中传承，从家庭到社区，从乡村到城
市，让每一个角落都弥漫着春节的温暖
气息。如此，春节的“温暖”基因便能跨
越时空的界限，在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中
熠熠生辉，成为全人类共享的精神财富，
永不停息地传递爱与希望，续写属于中
华民族也属于世界的文化传奇。

让春节的“温暖”基因传承不辍

轮番“轰炸” 辛政 作

□ 张目伦

山东省和美乡村篮球
赛（村 BA）总决赛日前在
滨州市惠民县落幕，聊城
市东昌府区郑家镇代表队
斩获亚军。如今，队员们已
载誉归来，但他们的故事还
在继续。

乡村振兴是一个长期
性的战略任务，它要求在
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
多个方面实现全面发展。
其中，“产业、人才、文化、生
态、组织”五位一体的全面
发展模式，为乡村振兴提供
了明确的方向和路径。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
出，繁荣发展乡村文化，要
坚持农民唱主角，促进“村
BA”、村超、村晚等群众性
文体活动健康发展。在山
东，热血沸腾的“村BA”篮
球赛，火爆出圈的“村超”
足球赛，如火如荼的“乡村
健康跑”……一场场充满
农情、农味、农趣的乡村赛
事，丰富着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提升了村
民的精神风貌。

据了解，参与本次“村BA”的有12支
篮球队，共144名运动员。参赛人员都是
热爱篮球的农民，其中不乏种植养殖大户、
创业能手。郑家镇篮球队队长郑国军从部
队退役后回到郑家村，当过派出所警员，当
过联防队员，当过销售轴承的业务员，与人
合办过企业。20多年的为民服务，让他赢
得了郑家村及周边村乡邻的信任与支持。
2021年郑国军先后当选郑家村党总支副
书记、郑家新村党委书记，同年12月当选
东昌府区人大代表。业余时间，他就带领
一帮兄弟练习球技。

在农民唱主角的乡村振兴进程中，乡
村文化将不再是孤立和静止的，而是与乡
村经济、社会、生态等方面紧密相连，共同
推动乡村的全面振兴。乡村文化的繁荣发
展，为乡村注入新的活力，吸引更多的人
流、物流、信息流等向乡村汇聚，促进乡村
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村BA”就是一个农
民唱主角的典型例子。

文化建设对于乡村振兴有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乡村通过加强文化设施建设、
举办文化活动、挖掘和传承传统文化等方
式，可以不断提升文化软实力和竞争力。

“村BA”等活动轮番上演，展现了乡村的文
化底蕴和特色，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宝贵的
文化支持，同时激发了农民的文化自信，增
强了他们对乡村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为乡村振兴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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