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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旭光

“五一”期间的聊城，因一场马拉松
而沸腾。当一万五千名参赛者的脚步掠
过古城的青砖、东昌湖旁的绿道，这座国
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厚重底蕴与体育运动
的蓬勃活力碰撞出了独特的火花。这场
赛事不仅是一场体育盛会，更是一次文
化、旅游与商业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展
现了聊城以体塑旅、以赛兴城的创新发
展智慧。

聊城的魅力，在于绵延数千年的文
化基因。大运河的漕运记忆、黄河的波
涛奔涌、山陕会馆的商帮传奇、宋代铁塔
的沧桑厚重……一幕幕历史的印记构成
了这座城市独特的精神地标。本届马拉
松巧妙地将赛道设计与历史景观、人文
底蕴串联，使体育赛事升华为可感知、可

体验的文化载体，让选手在奔跑中与历
史古迹“对话”，在挥洒汗水时感受“两河
明珠”的人文气息。当跑者用脚步丈量
古城墙的轮廓，用呼吸触摸运河畔的晨
风，体育精神便与历史文脉产生了奇妙
的化学反应。

聊城深谙“文化为体育赋能，体育为
文化搭台”的互促逻辑。起跑前的舞蹈

《水之灵》将江北水城的柔美展现得淋漓
尽致；活力四射的街舞表演点燃全场。
此外，“五一”期间，非遗展演、传统武术
展示、国风国乐、舞狮表演等文化活动在
古城区以及聊城各县市区“百花齐放”，
让游客沉浸式体验当地文化魅力。正如
古希腊人在奥林匹亚赛场上追求体魄与
精神的和谐，今日聊城也通过体育赛事
重新诠释着“文武兼修”的智慧与力量，
让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标签焕发出青春

活力。
更可贵的是，赛事带动了“一日跑

者，三日游客”的消费模式，实现了从“赛
事流量”到“经济留量”的转变。就像来
自淄博的选手康健，比赛前一天带着妻
子和孩子一起来到聊城，跑完后又在聊
城游玩了几天。

当最后一名选手冲过终点线，收获
的不仅是一块奖牌，更是一段与古城共
鸣的生命体验。这次奔跑证明，体育赛
事完全可以成为激发古城活力的新引
擎，而文化底蕴则是赛事最具差异化的
竞争力。

正如大运河曾联通南北经济，今天
的聊城正以创新的步伐，通过体育纽带
连接历史与现代、文化与产业，描绘出一
幅生动的文旅图景。

让马拉松成为“穿越古今”的纽带

□ 郝凯

在浙江杭州，一家门上挂着“友好驿
站”标牌的商店，成为外卖和快递小哥们
的“能量补给站”；一到饭点，山东聊城的
幸福食堂内，老人们捧着热乎饭菜闲话
家常；在重庆荣昌，政府为前来参加公务
员考试的考生提供高铁站与各考点之间
的免费直通车、免费午餐……这些看似
寻常的生活场景，藏着基层治理的深层
密码：精准施策的密钥，不在办公室里，
而是在群众的生活节拍里。

群众的“愁”与“盼”，往往藏在日复
一日充满烟火气的细节中。杭州市滨江
区长河街道一名工作人员化身骑手跑单
数月，才找到“服务驿站利用率低”的症

结：充电桩位置不便、休息区与接单路线
错位。“发现原先提供的一些服务只感动
了自己。”这位工作人员感慨道。经过细
致改进，才有了如今真正暖人心的“能量
补给站”。这让人想到毛泽东同志在《反
对本本主义》中的论断：“调查就像‘十月
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
就是解决问题。”山东临清市杨坟联合村
的“村企共灶”模式，正是源于对企业食
堂闲置时段与老人用餐需求的精准洞
察；聊城幸福食堂的分类补贴政策，则来
自对不同年龄段老人支付能力的细致摸
排。当政策制定者放下预设、走进街巷，
把耳朵贴在民生脉搏上，才能让政策与
百姓需求同频共振。

群众的“生活节拍”是公共服务的坐

标系。农忙时节送戏下乡遭冷遇，农闲
时送戏却场场爆满——山东济宁的“村
晚”启示我们，公共服务不能“自说自
话”，必须嵌入百姓生活的时空经纬。临
清市八岔路镇“校源优供”模式的成功，
源于将学校食堂的备餐节奏与老人早餐
时间无缝衔接；重庆荣昌为考生设计的

“赴考服务链”，精准踩准了报名、候考、
返程等关键节点。这些实践印证：真正
有效的服务，不是“大水漫灌”，而是像春
雨般“随风潜入夜”，在群众需要的时间、
地点悄然润泽。

破解治理难题的方法，常蕴藏在群
众创造的生活智慧里。为了确保幸福食
堂健康运行，临清市杨二庄村发动乡贤
众筹物资，把单餐成本从 6.7 元压至 3.2

元；冠县优先聘任576名家长担任学校食
堂员工，既保安全又赢口碑。这些点子
背后，是群众作为“共建者”参与后的主
动性释放。就像当年安徽小岗村农民按
下红手印开启改革先声，今天的基层治
理同样需要打开“参与阀门”，让群众从

“旁观者”变成“设计者”。当政策制定者
学会用群众的语言对话、以群众的方式
解题，就能把“独角戏”变成“大合唱”，在
共建共享中织就严密的治理网络。

当领导干部不再盯着表格数据“闭
门造车”，而是到街头巷尾寻找答案；当
政策设计既能“上接天线”把握方向，又
能“下接地气”踩准生活节拍，基层治理
就能在“精准”与“温度”的平衡中，奏响
人民至上的时代强音。

好政策要紧跟群众的生活节拍

□ 陈江

近日，太原博物馆迎来了一位特殊的
“质检员”。太原第四十八中学校高一学
生张斐翔在游览太原博物馆瓷器展厅时，
发现该馆收藏的多个瓷器标识出现错误
或者不当表述。例如：将明代的冬青釉青
花缠枝莲花瓷罐标注为清代，将窑变红釉天
球瓶标注为豇豆红釉天球瓶等。为此，博物
馆邀请他与文物专家共同探讨研究，采纳了
他的部分意见并改正。

在传统认知中，博物馆是相关知识的
权威发布者，普通观众只需被动接受，但
张斐翔打破了这种单向传播模式。他对照
权威资料反复验证，形成系统的勘误建议。

面对少年挑错，太原博物馆邀请当事
人与专家共同探讨，实际上是在开启文化
机构与公众对话的新模式。专家不再固
守知识权威的堡垒，而是以开放姿态倾听
民间声音；普通观众也不再是沉默的旁观
者，而是成为文化建设的参与者。这种双向
互动说明一个道理：文化传承不单单是专
家学者的宏大叙事，而是每个普通人都可
以主动参与的精神活动。 据《钱江晚报》

观众不是旁观者

是文博建设参与者

□ 张悦

未经许可，在直播间演唱、播放他人
歌曲；未获文字作品作者授权，直播讲书；
直播平台设置“陪你看”专区，由主播陪用
户一起看电视剧，并提供回放服务……北
京互联网法院近日一则通报显示，涉网络
直播著作权案件中，“陪你看”“为你读”等
网络直播应用场景可能构成新型侵权、复
合型侵权。

当下，影视剧、体育赛事“陪你看”，小
说“为你读”，做菜、做手工“教你做”等服
务颇为流行。作为一种高互动性视频娱
乐方式，“为你”式网络直播讲解贴心、内容
解压，能给网友带来陪伴感。但部分“为
你”式直播，只顾着找吸引人的素材给用
户发“福利”，视频想放就放、书籍想读就
读、音乐想配就配，不顾这些内容有没有
经过版权方允许、是不是公开授权。只看
素材带来的流量，不管侵权风险，如此直
播，陪伴属性再强，也难掩触碰法律红线
之实。在线主播应该守住“先授权后使
用”的基本线。尊重版权规则，陪读、陪看
才可能好听、好看。 据《北京晚报》

“陪你看”

莫把侵权当“福利”
都“来”了 徐民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