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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明朗

乡村文化承载着乡村的历史与
传统，寄托着广大农民的情感和记
忆，是乡村风土人情的集中体现，
是凝聚乡村人文精神的重要纽带。
近年来，我省农村各类文化活动蓬
勃开展，但专业人才匮乏、文化产
品质量不高、文化设施利用率低
下、文化创新不足的情况普遍存
在。为此，我省在全国首创文化特
派员制度，推进优质文化资源下
沉，初步形成一些特色、亮点。

浙江作为文化大省，许多村庄
有着千百年沉淀下来的宗族文化、
节庆文化、耕读文化、祭祀文化，
以及名人掌故、婚俗礼仪、说唱表
演、瓜果美食、古树名木、特色建
筑、历史遗址……但由于种种原
因，许多文化元素“养在深闺人未
识”。宁波面向社会选拔 156 名文
化特派员，通过深入调研，以专业
眼光，在乡村文化品牌打造、文化
人才培养、文化阵地提升等方面发
挥积极作用。

在奉化区袁马村，市美术家协
会副秘书长凌华铮，走遍湿地公
园、乡村驿站、中共浙东区委旧址
等景点，拟引进新的文化业态和形

式 ， 打 造 文 艺 赋 能 的 “ 红 色 袁
马”，并利用大量闲置的企业厂
房，与有关院校合作，实施无人机
培训研学、美术教育基地研学等项
目。

这只是特派员们付出艰辛努力
的一个案例。特派员们链接各方资
源，将一张张乡村文化“设计图”
转化为推进实施的“实景图”：余
姚历山村重点开展“舜耕历山”孝
德文化品牌培育；象山溪里方村以

“三乡三艺”人文空间为聚点，打
造多个品牌 IP；“理响三山”“文
化大院爬山虎”等一批高质量文化
项目受到多方赞许……

一位文化特派员表示，必须主
动、积极、有效地对接群众真实需
求，不应剃头挑子一头热。乡村文
化归根到底是农民的文化，探索符
合群众实际的文化活动形式和内
容，要坚持“主场不离农村，主角
就是农民”，力求让文化项目“用
起来”“动起来”“活起来”，让农
民享受到更高品质的文化生活，守
得住“农根”，留得住“乡愁”，看
得见“远方”。

派驻于余姚市梁弄镇横坎头村
的省级文化特派员宁波大学教师邵
慧，积极推动“浙东红村”红色文

化品牌 2.0 建设，打造“一米高度
看乡村”文化品牌，策划儿童特色
研学路线，为年轻人营造青创氛
围，为乡村发展注入新活力。同鄞
州区咸祥镇咸六村结对的宁波市天
然舞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张
晓妍，着力推动“渔港古镇·文化
扬帆”文艺创作与国际传播综合项
目，把咸祥镇非遗盘扣技艺传承课
堂成功开设到国家大剧院“欢喜宁
波”展厅。

就是这样，文化特派员们注重
在驻地寻找、培育文化“种子”，
抓好跟踪培育，提升村民的专业能
力，一些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吸引
了上至八旬老翁、下至几岁儿童的
热情参与，一批“山歌教授”“村
晚学者”唱主角、做“民”星，盲
人歌手、“金嗓子”阿姨、商店老
板等各显身手，演的是乡亲、说的
是乡音，唱的是乡愁、舞的是乡
情，尽情谱写当代田园牧歌。

文化特派员的另一项重任是，
让文化与经济结缘，拉动乡村经济
发展，让村民过上更好的生活。在
对入驻村庄社情民意、乡土风俗、
资源禀赋了然于胸的基础上，他们
聚焦“文创富村”，努力用真情实
招，挖掘“特”色、“派”送文

化、全“员”服务，深度激活乡村
振兴的“一池春水”，把文化“存
量”转变为“发展流量”“经济增
量”。

在鄞州区姜山镇走马塘村，文
化特派员浙江省民管会箜篌艺委会
会长、鄞州区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
席陈莉娜，通过挖掘当地丰富的进
士文化、宋韵文化，推出“宋韵新
风·非遗焕彩”古村文化传承创新
项目，从宋乐润心、非遗匠心、文
艺悦心三方面入手，解锁“文艺密
码”，目前已举办多场大型活动，
为走马塘村带来更多客流量。在宁
海县力洋镇力洋村，文化特派员浙
大宁波理工学院设计学院人居环境
设计系副主任黄小华，立足该村深
厚的文化底蕴，塑造集文化旅游、
休闲体验、非遗传承于一体的旅游
品牌，让年轻人感受古村魅力并吸
引他们投身家乡建设，将力洋古村
打造成一个充满活力的文化旅游胜
地。

文化特派员，让文化照亮乡村热土
易其洋

笔者在地铁站，看到一块提醒
标语牌：当您接到 0571-12340 全
省生态环境满意度公众调查电话
时，请您耐心接听、积极回答，为美
丽宁波建设打分。

几年前，也是在地铁站，我用
手机拍下过一条提醒标语，说的
是，如果市民接到省里有关部门的
调查电话，请回答：我知道，我参
与，我满意。

两份提醒，有一个明显差别。前
一份是低姿态，善意地提醒市民，接
到电话后，不要以为是“诈骗电话”
而匆匆挂掉；接通了，也不要不耐
烦，而应该好好回答问题；后一份也
算是提醒，目的则是让市民“帮自己
说好话”，也不管他们知道不知道、
参与没参与、满意不满意。说白了，
就是向市民指定“标准答案”。这不
符合实际，也容易招人反感。

一项工作，市民知道不知道，只
有他们自己知道；对政府部门的工作
成效如何评判，市民有自己的标准，
说好说坏是他们的权利。如果市民对
一项工作明明不知道、没参与、不满
意，却要“请”他们回答“我知道、我参
与、我满意”，那就是强人所难。

一个地方和部门的工作做得怎
么样，市民心里有一本账。政府部门
尤其是窗口服务单位为民服务，功
夫要下在平时做好服务上，而不是
事后乞求“贴金”上。平时工作做得
好，市民心里舒坦，有人来调查，自
然会说“我满意”。也就是说，工作是
服务部门自己做的，市民满意不满
意，据实回答就可以了。

上级来调查了，政府部门提醒
市民“耐心接听、积极回答”，这才
是“正确姿势”。就算自家工作没做
好，市民实话实说了，“有则改之”
就是了。这与讳疾忌医甚至弄虚作
假相比，算不得啥坏事。

这才是提醒的“正确姿势”

郑建钢

“我接到好几个自称公安打来
的电话，是不是遇到诈骗了？”11
月 7日晚上，小李（化名）急匆匆走
进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分局春晓派
出所，告诉民警，这些外省打来的
电话，说他是网上逃犯，涉嫌电信
网络诈骗，金额为 13万元。民警一
查吓一跳，小李居然真的是一名逃
犯，于是将自投罗网的他“留下”

（11 月 11 日中国宁波网）。
尽管小李信誓旦旦地表示“我

绝对没有也不可能干违法犯罪的
事情”，但令他做梦也想不到的“反
转”出现了：今年 4月，小李还没来
宁波时，在朋友的介绍下，做了一
份“兼职”——每天在群里帮群主
发红包，一单可以“拿”30 元至 50
元，一个多月时间，小李赚了 4000
多元。

这样的“兼职”，动动手指就可
以躺着数钱，实在太过轻松。殊不
知，这份“兼职”是电信网络诈骗中

的一环，小李犯了“帮信罪”，成为
网上通缉的逃犯。

小李再三为自己辩解，如果知
道是帮助骗子行骗，他说什么也不
会参与。然而这样的辩解苍白无
力，作为一个成年人，应该具备独
立思考的能力，这份“兼职”来路不
明，疑点很多，是明摆着的事实。况
且，并非“不知者不罪”，即使不知
道这是犯罪，也并不妨碍“帮信罪”
罪名的成立。

说到底，接受幕后指使者分派
的任务“兼职”赚钱，其实是为虎作
伥，坑害了他人，肥了自己的腰包。

想要“兼职”赚钱，本身没有什
么问题。但是，在入职之前，一定要
多问几个为什么，这份“兼职”究竟
有没有猫腻，有没有风险，会不会
损害他人的利益，会不会触犯法律
法规，等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了解清
楚之后再去“兼职”也不晚。倘若求
财心切，因而不择手段、不计后果，
那么，一定会步小李的后尘，成为
警方打击的对象。

警惕动动手指就赚钱的“兼职”

潘玉毅

近日，有网友发文称，一觉醒
来，爷爷以“先用后付”方式买了
54 样东西，咨询是否可以退货，
由此引发了网友的关注和热议。大
家纷纷对一些平台推出的“先用后
付”新“玩法”予以吐槽 （据光明
网 10 月 11 日报道）。

“免密支付”“网贷”“先用后
付”……这些年，一些平台、机
构为了“促进消费”，无所不用其
极。这些看似为使用者提供便利
的创新之举，归根结底，是为自
己牟利。或许某一时段能够为使

用者减轻压力、节省时间，但从
根本上来讲，不利于培养健康的
消费习惯。

只要稍加留心便能发现，很多
支付手段推出时，往往不是通过正
常渠道让使用者知其根本进而作出
自由选择，而是借着系统升级、一
闪而过的弹窗、病毒式的广告、使
用过一次后就默认等形式，偷偷摸
摸地，让人一个不注意、手一哆嗦
甚至连点都未点就开通了。

以“先用后付”为例，这一支
付方式最大的噱头就是灵活。它允
许消费者在无需立即支付的情况
下，先享受商品或服务，减轻了购

物时的经济压力，极大地方便了消
费者。但实则利弊相生，甚至很多
时候弊大于利。要知道，“后付”
不代表不用付，说白了每个人都得
为自己的购物时的冲动或愉悦买
单。买的时候有多么不理性，付的
时候就有多么痛苦。

大体而言，其弊有三：首先，
可能导致许多自律性不强的消费者
过度消费，因为无需立即支付，购
物时的经济压力大大减轻，容易让
人忽略商品售价和自己的消费能
力，产生“买得起”的错觉。其
次，消费者激情下单，退货困难，
如果不能按时支付，随之而来的便

是高额的滞纳金和利息，增加个人
负担不说，甚至还会影响个人征
信，进而陷入“借—贷—还”的恶
性循环。此外，如果遇到不良商
家，买了劣质产品或服务，在退与
不退间拉锯，由此产生的违约金和
逾期费用也甚是烦心。

如果“先用后付”真是好事，
就应把好事办好，给消费者足够的
知情权、选择权，而不是钻消费者

“不注意”的空子，钻老年人、未
成年人不懂网络或缺少自制力的空
子，不能开通易而取消难。消费者
自身也应保持理性的判断，正确评
估自己的消费能力和支付能力，不
要过度消费、超前消费，以免陷入
不必要的麻烦。同时，监管部门也
应加强监管，避免平台“偷奸耍
滑”，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先用后付”不能成为牟利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