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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宛如一部鲜活的历史长卷，而老街

便是这部长卷中最为精彩的一个篇章。在推

进城市更新改造的过程中，让老街重焕新生，

是对历史的尊重与传承，更为城市发展注入

源源不断的活力。

7月5日，吉林省长春市新民大街历史文

化街区以全新面貌正式向公众开放，斑驳的

砖石、古典的穹顶与绿树成荫的笔直大道，从

此不再只是行人眼中匆匆扫过的城市背景，

而成为人们可以亲身体验的历史空间。全长

1445米的历史老街，通过“修旧如旧”的修缮

方式，在保留原有风貌的同时，引入咖啡馆、

美术馆、口袋公园等现代业态。这种历史建

筑与现代业态的融合，不仅为穿行其间的路

人提供了沉浸式的文化体验，同时也为“冷资

源”转化成“热经济”提供了生动范例。

历史文化街区的开放，并非一时的冲动

之举，而是回应时代需求的必然选择。一方

面，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日益增长，对

历史文化“可触可感”的需求愈发强烈。曾

经，新民大街的历史建筑或因保护需要闭门

谢客，或因功能局限与公众疏离，成为“沉睡”

的历史文化资源；如今，通过合理修缮、功能

转换，它们从“被保护的对象”转变为“可触摸

的历史”，极大地满足了人民群众对文化体验

的期待。另一方面，城市的发展需要文化作

为支撑。长春作为东北地区的重要城市，在

推进现代化的进程中，亟须挖掘历史底蕴以

塑造独特城市气质。新民大街的开放，正是

以文化力量赋能城市更新，避免了陷入“千城

一面”的发展困境。

让历史老街持续焕发生机，不仅要擦亮

“面子”，更要做实“里子”。老街的“里子”，是

居民的生活品质，是市井的烟火气息，更是文

化传承的内生动力。近些年，从北京杨梅竹

斜街到上海石库门，从苏州平江路到成都宽

窄巷子，越来越多的老街在保护与更新中焕

发新生。上海石库门街区引入社区博物馆、

共享厨房，让“原住民”与“新居民”共享生活

品质；成都宽窄巷子在改造中保留川剧茶馆、

传统作坊，同时引入文创市集、独立书店，让

老街成为新老成都人共享的文化空间。反观

某些地区，过度追求商业利益，导致“原住民”

被“新商户”取代，老街沦为标准化旅游商品

集散地，同一副面孔的街面、售卖同样款式的

小商品，游客感受不到丝毫的新鲜，更谈不上

参与和融入。事实证明，只有让老街成为本

地人愿意生活、外地游客向往体验的真实空

间，才能实现“活化保护”。对长春新民大街

历史街区而言，做实“里子”，必须坚持“人民

城市为人民”理念，以人文涵养内在活力，通

过“留形、留神、留人”的更新逻辑，让老街成

为城市独一无二的文化名片。

以文化赋能城市发展，关键要在保护与

利用之间找到平衡点。长春新民大街的焕

新，为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和利用提供了有

益的实践样本。但如何让这种“交融”持续深

化，仍是城市建设的一道必答题。一方面，需

要把握好“保护”与“利用”的尺度，避免过度

商业化侵蚀文化内核；另一方面，应该推动公

众参与，让居民从“旁观者”变为“守护者”，真

正实现共建共享。此外，还可借鉴国内外先

进经验，探索历史建筑的多元化用途，着力抓

好历史建筑运营管理和消费场景打造，让文

化传承更具可持续性。惟其如此，才能让历

史建筑不再仅仅是城市的“点缀”，而成为生

生不息的文化血脉。

奏响文化传承与城市发展交响曲
李 言

在吉林延边广袤的田野间，一座座“乡村

咖啡馆”悄然兴起。蓝天下，绿野中，粉墙黛

瓦的小屋飘散出咖啡香气。这朴素而新奇的

场景，不仅吸引着游客驻足品味，更悄然改变

着乡村发展的路径。

小小“村咖”，看似一杯普通的咖啡，实则

是一座连接城乡的桥梁。以往，城市与乡村

之间常显疏离，生产要素与消费需求单向流

动，乡村常处价值链末端。而今，乡村咖啡馆

如雨后春笋般生长，却非偶然点缀——它正

是城乡要素双向奔赴、有机融合的有效见

证。城市居民在浓郁的咖啡香气中感受乡

愁，体验乡土生活的诗意；乡村则借助这小小

空间，将“养在深闺”的生态资源、文化底蕴与

城市消费潜力精准对接。咖啡杯里蓄满的，

是城乡要素前所未有的流动。

当咖啡香气弥漫在白山松水间，年轻人

也如春燕归巢。在延边，90后夫妻告别都市

喧嚣，在祖辈耕耘的土地上开办咖啡馆；更多

青年将新理念、新技术带回故乡，为田野注入

蓬勃活力。青年返乡创业，为乡村发展带来

新就业岗位，更激发乡村内生动力。这些“村

咖”小岗位，既关乎个人生计，又关乎乡村发

展长远大计，更是乡村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

希望。现如今的“村咖”把山野清香装进咖啡

杯，很受消费者欢迎，还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山

野菜和野果的小规模种植。这种创意，正是

年轻人带给乡村的宝贵财富。

“村咖”热背后，是政策春风与市场活力

的同频共振。地方政府敏锐捕捉到这一新业

态的潜力，在规划引导、基础设施改善、技能

培训等方面给予支持，简化审批流程，鼓励盘

活闲置农房院落，为“村咖”茁壮成长提供了

沃土。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也发挥了关键作

用，它精准对接了城市人群对田园慢生活的

向往与乡村对发展新路径的渴求。这种自下

而上的探索与自上而下的引导相结合，形成

了推动乡村新产业发展的良性循环。

从更深层次看，乡村咖啡馆承载的，远不

止于一杯饮品。它如一把钥匙，开启了乡村

价值又一扇窗。乡村不仅是粮食与劳力的输

出地，更是可居、可游、可创业的宝贵空间。

当乡村咖啡馆成为城乡会客厅，当田园生活

成为城市人心向往之的“诗和远方”，乡村的

多元价值与独特魅力便日益彰显。这一嬗

变，正是乡村振兴从单一“输血”走向多维“造

血”的深刻转型。它提示我们，振兴乡村需要

跳出传统农业的单一思维，善于发现和经营

乡村的生态价值、文化价值、休闲价值。“村

咖”的成功实践，为其他乡村地区发展特色文

旅、精致农业等产业融合项目提供了可借鉴

的思路——立足本土特色，找到连接城乡需

求的“金钥匙”。

“村咖”飘香，蕴含振兴希望。它以其质

朴的存在，昭示着乡村正在告别单一功能定

位，拥抱融合发展的无限可能。让更多类似

“村咖”的新业态如春芽破土，在政策阳光雨

露和市场活水的共同滋养下，为乡村注入蓬

勃活力。我们期待，这杯香飘田野的咖啡能

成为催化剂，让咖啡豆与稻穗在乡土大地上

和谐共舞，让“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的“诗和

远方”，在田野上化身为万千农民共同走向富

裕的金扁担——一头挑着绿水青山，一头担

着金山银山。

“村咖”飘香处 振兴正当时
柳 五

国家网信办等9部门日前起草了

《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

信息分类办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

公开征求意见。这份被网友称为“34

条细则”的《办法》，不是简单的禁令集

合，而是一份精准的“网络除霾地图”，

构建起覆盖“行为诱导—价值塑造—

形象保护—隐私安全—沉迷防范”的

多维度防护体系，其精细程度折射出

对未成年人成长的深层关切。

从“文身炫耀”到“代写作弊”“饭

圈乱象”，12个“不良行为诱导”条款精

准划出行为红线；“暴力隐喻”“低俗谐

音”等8条“价值观影响”禁令，直指精

神世界的“隐形污染”；“摆拍演绎不良

剧情”“恶搞打造争议人设”等8条“形

象滥用”规范，为未成年人筑起“形象

保护墙”；3个“个人信息保护”条款与3

条“沉迷诱导”禁令，分别筑牢隐私防

线与时间管理的屏障。

“34条细则”以问题为导向的制度

创新，既回应了“青少年模式”下存在

的“漏网之鱼”，也破解了“黑话烂梗”

这类“软性伤害”的监管难题。正如网

友所言：“以前只知道‘不良信息’要

管，现在才明白‘不良影响’更要防。”

这种从“事后追责”到“事前预防”的转

变，正是未成年人保护从“被动防御”

迈向“主动护航”的关键一步。

《办法》的落地，需要“九龙治水”

形成制度合力，更需要“全民参与”的

生态共建。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要

当好“转换器”，成为守门人兼导航

仪。游戏平台可开发“防沉迷语言过

滤器”，不仅能识别“代练”“充值”等诱

导词，还能自动推送“时间管理小贴

士”；短视频平台不妨试点“典故梗激

励计划”，鼓励用户使用“长风破浪会

有时”等经典诗句创作内容，用“山光

悦鸟性”替代“绝绝子”的文案；社交软

件可推出“青少年内容共创计划”，鼓

励未成年人用绘画、手账等形式替代

低俗表达，让正向内容成为“社交货

币”。如此转换，就让“疏”有了具体的

抓手。

学校要做“转换站”，成为“价值灯

塔”。比如开设“网络素养课”，让学生

对比“绝绝子”与“妙不可言”，讨论“栓

Q”与“感谢”的情感差异。老师带领学

生用“飞花令”比拼诗词，用“故事接

龙”创作正能量短文。当“大江东去”

的豪迈与“春风得意”的畅快成为校园

流行语，网络热梗的吸引力自然减弱，

学生反而在思辨中自然生发出对经典

语句的认同。

家庭要做“转换点”，成为“情感港

湾”。家长不妨准备一本“亲子解码

本”，记录孩子每周使用的网络用语，

定期一起查出处、辨优劣，将“破译密

码”变成“文化探秘”，让亲子沟通成为

价值观引导的契机。当孩子说出“小

生一砸无敌嘎啦”，家长若能笑着回应

“这让我想起‘初生牛犊不怕虎’”，亲

子对话便成了传统与现代的对话场。

守护好数字童年，既要挥动监管

的“手术刀”切除网络毒瘤，更要用文

化的“活水”浇灌精神土壤。当“堵”的

硬规则与“疏”的软实力相互加持，每

个孩子才能既避开网络阴霾，又拥抱

数字时代的星辰大海——这才是清朗

网络空间的深层意义：不是给童年筑

起高墙，而是为成长打开更宽敞的窗。

为“数字童年”撑好保护伞
丁慎毅

“一个敢拍，一个敢

演，一个敢看”，近期有网

友这样评价“1 胎生 99

子”短视频。一段时间以

来，网络上频频出现违背

常理、突破底线、污秽不

堪的短视频，严重破坏了

网络视听环境，玷污了网

络生态空间，阻碍了网络

精神文明建设。

网络短剧以其时间

短、剧情紧凑、具有视觉

冲击力等特点，深受年轻

人喜爱。网络短剧又以

其投资小、回报快、效益

高等特征，成为一些人挣

快钱的工具。抓住网络

群体眼球、吸引人气和流

量，意味着能够在短时间

内获取丰厚的收益。但

“短剧”不能沦为“短视”

的附庸，不能以娱乐至

上、不知敬畏的心态制作

短剧产品。如果一味大

搞低俗、劣质的“网络产

品供给”，大量制造辣眼、

无脑的噱头，只会像过街

老鼠人人喊打，问题严重

者难以逃脱法律制裁。

网络短剧优质供给是其

生存发展的金钥匙，不能

“短视”。唯有优化网剧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自觉

恪守原则与底线，倡导正能量、崇尚真善美，才能

推动短剧制作走上精品化发展之路。

杜绝网络短剧短视的现象，扎密制度的笼子

是不二法门。要给短剧念好“紧箍咒”，建立健全

相关制度，明确短剧内容的“禁区”，科学设定短剧

取材的“白名单”，划定上限与下限，点亮短剧运行

的“红绿灯”。

在每个人都有摄像头与麦克风的时代，人人

都是网络的受益者与共享者，人人都应成为网络

精神家园的建设者与参与者。网民应提升个人

审美品位，不跟风、不盲从、不猎奇，保持内心的

精神高地，莫让思想沦为“短剧的跑马场”，脱离

低级趣味、涵养道德操守，不给无脑辣眼、吸睛怪

异的短剧“添流量”。唯有人人崇尚真善美、弘扬

主旋律，才能挤压无底线、庸俗化短剧的生存空

间，让那些温暖人心、温润有力、浸透正能量的短

剧繁荣兴起。

面对短视的网络短剧，要加强公众监督、媒体

监督、平台监督，避免短剧创作陷入过分“异想天

开”的怪圈。相关执法部门、网络平台、网民个体

形成合力，共同向网络短剧滑坡现象说“不”，守住

亿万人共有的视听生态空间，让网络精神家园生

机盎然、风清气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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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吉林省个人创业“一件事”线上线

下融合服务全面落地，为创业者开启了高效

便捷的办事新模式。从“多头跑”到“一站

式”办结，从“反复填”到“数据代跑”，办“一

件事”正在变得更简单、更省心、更便民。

吉林省个人创业“一件事”服务平台的

建设打造，是推动“高效办成一件事”落地

见效的重要举措。作为优化政务服务、提

升行政效能的重要抓手，“高效办成一件

事”着力破解群众办事“反复跑、多地跑”、

问题咨询“解答难、回应慢”、结果反馈“手

续多、效率低”等困境，进一步从制度层面

解决办事难、办事慢、办事繁的问题。

随着“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的持续推

进，各地利企便民政策和服务更加快速精

准直达，企业和群众办事满意度、获得感大

幅提升，激发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动

力。与此同时，这对准确把握群众需求、畅

通各部门协同合作、加强政务服务技术创

新等方面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打通政

务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还需想群众之所

想、解群众之所忧，推动机制创新和技术创

新深度融合。

“高效办成一件事”的出发点是解决好

企业和群众的“急难愁盼”。过去，企业和

群众在办事过程中，时而会面临流程不清

晰、审批时间冗长、所需材料烦琐等“难点、

痛点、堵点”，不仅影响效率，也让企业和群

众办事创业的积极性、满意度大打折扣。

为民服务没有终点，要推进“高效办成一件

事”行稳致远，就要持续从企业和群众视角

出发，践行为民造福本质要求，围绕企业准

入准营、经营发展、注销退出三个阶段和个

人出生、入学、生活、退休四个阶段，把握不

同群体的差异化需求，降低企业和群众的

办事成本，最大限度利企便民，切实提升企

业和群众获得感。

建立常态化机制是推动政务服务改革

升级的重要支撑。“高效办成一件事”旨在

实现办事方式多元化、办事流程最优化、办

事材料最简化、办事成本最小化，这无疑需

要进一步打破部门和系统间的壁垒。通过

筑牢坚实的制度保障，建立起科学完善的

常态化机制，形成上下贯通、左右协同的协作网络，推进线下办

事“只进一门”、线上办事“一网通办”、企业和群众诉求“一线应

答”，让更多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的业务实现“网上办”“集成

办”。通过推进构建一体化线上线下融合体系，拓宽政务服务渠

道，全方位提升政务服务的便捷性和规范性。

增强办成“一件事”的高效性，还需强化数字赋能。无论是

“线上办”“掌上办”，还是“进一次门”“跑一次路”，都离不开数字

技术和数字系统的支持。全面强化政务服务数字赋能，一方面

应开发利用好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创新打

造更多可感可及的政务服务场景，提升服务的智能性和精准性，

打造数字便民新生态；另一方面应充分发挥政务服务平台支撑

作用，畅通政务服务线上线下“总枢纽”，推动政务服务数据共

享、流程重构、环节优化，提升政务服务效能，真正让群众“好办

事”，让办事过程更舒心、安心、暖心。

“高效办成一件事”提升的是效能，温暖的是民心，以体

制机制为支撑，以科技创新为引擎。“高效办成一件事”将成

为政务服务新常态，为提

升政务服务水平、优化营

商环境、提升群众幸福感

厚植动能。

﹃
高
效
办
成
一
件
事
﹄
切
实
温
暖
群
众
心

罗
天
初

近日，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2025年家政兴农行动工作

方案》，推出就业支持、技能提升等14项举措，为农村劳动力铺

就“稳就业、促增收、助振兴”的新路径。这不是简单的“找工

作”，而是以家政服务为切口，激活乡村振兴的一池春水。

过去一提乡村振兴，人们总盯着种粮、建厂、搞旅游。但现实

是，很多农村青壮年并非不愿意留在家乡，而是苦于没有合适的

就业机会——种地收入有限，办厂缺技术资金，开农家乐又担心

没客流。家政服务的出现，恰好填补了这片“需求空白”。它不像

传统农业受季节限制，也不像制造业需要大量固定资产投资，更

不像服务业需要复杂的技术门槛。擦桌子、带孩子、照顾老人，这

些看似普通的“软技能”，实则是城镇家庭的刚需。目前，我国家

政服务行业规模已超1.1万亿元，预计2026年将突破1.3万亿

元，从业人数已超过3000万，城镇家庭需求每年增长超15%。农

村劳动力通过短期培训能快速上岗，实现“离土不离乡”的就业。

《方案》的巧妙之处，在于把“小生意”做成了“大文章”。它

不仅鼓励农村劳动力“走出去”做家政，更支持“留下来”创事业：

推动家政进社区，延伸服务半径至城乡结合部；开展“工会帮就

业行动”，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完善住房、教育等配套保障，让

进城服务员不再是“临时工”；为高校毕业生、妇女等群体量身定

制创业支持，税费减免、技能升级、职业荣誉……这些举措环环

相扣，既解决“能不能找到活”的现实问题，也回应“干得好、留得

住”的长远诉求。

《方案》更深远的意义在于，家政兴农正在重塑乡村的价值

坐标。过去，农村常被贴上“落后”“封闭”的标签，而家政服务作

为现代服务业的一部分，天然带有“标准化、专业化、职业化”的

属性。当农村妇女通过培训成为“星级月嫂”，当返乡青年凭借

经验开起社区家政公司，当“家政能手”成为村里年轻人的新偶

像，这种转变不仅增加了从业者的收入，更重塑了他们的职业尊

严和社会认同。更重要的是，家政服务的“软连接”，正在打通城

乡要素流动的“硬通道”——城市的养老需求对接乡村的劳动力

供给，城市的消费标准反哺乡村的服务升级，乡村的人力资源优

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这种双向互动，正是乡村振兴最生动的

注脚。

当然，政策落地还需“最后一公里”的功夫。如何避免培训

流于形式？怎样防止“黑中介”坑害务工者？如何让家政服务标

准在城乡之间无缝衔接？这些都需要基层干部多跑腿、多调研，

把政策细化成可操作的“施工图”。让农村劳动力真正从家政服

务中受益，才是检验《方案》成效的硬标准。

从“面朝黄土背朝天”到“持证上岗有尊严”，从“候鸟式打

工”到“家门口就业”，家政兴农不仅是一项就业工程，更是一场

关于乡村价值的重新发现。当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在家政领

域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乡村振兴的底气会更足，城乡融合的图

景会更美。

家政服务拓宽城乡要素流动通道
王志高

每当遇到
高温天气，公
众会觉得体感
温度比预报的
温 度 高 。 对
此，中国气象
局气象宣传与
科普中心特聘
专家朱定真解
释说：“气温
是近地层大气
环境的温度，
而大家感受到
的 是 体 感 温
度，其受到气
压、风力、湿度
等多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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