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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 华

前不久，《宁波日报》 头版
题 为 《花 开 甬 城 满 目 新》 的 报
道，介绍了宁波实施文化特派员
制度一年来的成果——156 名特
派 员 深 耕 乡 土 ， 培 育 文 化 团 队
300 余 个 ， 开 展 活 动 3200 余 场 ，
更 以 文 化 之 力 撬 动 乡 村 增 收 逾
2200 万元。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
水来。在乡村振兴的宏大战略中，
文化的力量恰似那股源头活水，为
广袤的乡村注入源源不断的生机与
活力。自浙江在全国率先实施文化
特派员制度以来，宁波积极践行，
首批 156名文化特派员奔赴田间地
头，如春雨润物，无声却深刻地惠
及民生、滋养乡土。

文化特派员制度首要惠民之
功，在于精准破解了乡村文化供给
的“最后一公里”难题。传统的

“送文化下乡”等活动，受制于时
空限制，往往效果有限，难以真正
融入乡土生活血脉。文化特派员制
度，则让文化真正成为村民触手可

及的生活方式。像文化特派员张红
坤蹲守田埂创作的 《Hi，土豆》
快板，让泥土气息与文艺韵律撞了
个满怀。当村民跟着快板词在直播
间叫卖土豆，当田头劳作变成“沉
浸式”乡村文化秀，文化不再是挂
在墙上的标语，而是长在地里的

“活教材”。这种“把话筒递给村
民、把舞台搭在村口”的实践，
正是宁波文化特派员制度的核心
密 码 —— 不 是 “ 送 文 化 ” 而 是

“种文化”。
文化惠民的深层价值，在于

让文化“既能润心，也能富民”。
鄞州区咸祥镇的非遗盘扣，曾是
藏在深闺的“指尖技艺”，文化特
派员张晓妍带着它走进国家大剧
院 ， 让 一 枚 枚 盘 扣 成 为 时 尚 单
品，更让其变成当地妇女在家门
口就能织就的“致富扣”。这种

“非遗+文创+市场”的转化，本
质上是文化特派员为乡村打开的

“双向赋能”通道：一方面，传统
技艺借现代设计重获新生；另一
方面，村民从文化的“旁观者”
变成参与者、受益者。

文化惠民的长久之计，在于培
育一支“带不走”的文化人才队
伍。据了解，宁波首批 156名文化
特派员中，有高校教授、非遗传承
人、媒体人、设计师，他们带来的
不仅是专业技能，更是“授人以
渔”的培育理念。在宁海，特派员
手把手教村民用短视频记录乡村生
活，催生了一批“农民网红”；在
慈溪，艺术家驻村开设陶艺工坊，
培养出本土陶艺匠人；在镇海，文
化特派员牵头成立乡村文化合作
社，让村民从文化活动的参与者成
长为组织者。这种内外嫁接式的人
才联动，破解了乡村文化建设“缺
人、缺智、缺活力”的痛点。当
前，活跃在宁波乡间的 300余个文
化团队，80%以上由本土村民牵头
运营，这些牵头人既是文化特派员
的“学生”，更是乡村文化的“代
言人”。

文化惠民的终极愿景，是打破
城乡文化壁垒，实现“各美其美，
美美与共”。在宁波的实践中，文
化特派员扮演着“文化摆渡人”的
角色：他们把城市的设计理念、市

场资源引入乡村，让古村老宅变身
“网红书院”、田间地头成为“艺术
展厅”，也把乡村的非遗、民俗、
自然之美带回城市，让国家大剧院
响起宁波走书，让都市商圈摆开乡
村文创市集……数据显示，宁波文
化 特 派 员 推 动 的 3200 余 场 活 动
中 ， 超 40% 实 现 了 “ 城 乡 联
动”——城市的文化需求为乡村产
业赋能，乡村的文化资源为城市生
活添彩。

实践表明，宁波文化特派员们
生动诠释了“润物细无声”的惠民
真谛。他们破解文化供给困境，点
燃产业振兴引擎，更培育起生生不
息的本土文化薪火。当更多文化特
派员把脚印留在田埂、把创意写进
村落、把初心融进民生，宁波的乡
村，必将在文化的浸润中，绽放出
更璀璨的惠民之光。

文化特派员：润物无声惠民生

伊 竹

作为全民健身与竞技体育深
度融合的重要载体，地方联赛既
是城市活力的象征，也是检验体
育精神纯粹性的试金石。这段时
间，被网民称为“苏超”的江苏
城市足球联赛以出人意料的火爆
态势，成为全民狂欢的焦点。从
2023 年出圈的贵州“村超”，到如
今爆火的“苏超”，球迷从中找到
了朴素的激情、快乐和感动，生
动展现了体育精神在基层最真实

的样貌。
这些赛事之所以能够引发全民

关注，不仅在于其竞技观赏性，
更在于其所展现的体育精神纯粹
本 质——公平竞争。从“追球”
到“追求”的这份热爱，源于人们
对“假赌黑”的厌恶，对“真善
美”的追求。

体育事业的持续蓬勃发展，
离不开廉洁的土壤。然而，从全
国范围看，足球领域的腐败现象
令人触目惊心：李铁在镜头前坦
承自己“行贿 300 万元当上国足
主帅”，陈戌源忏悔“当选第六任
足协主席前夜收受 60 万元‘拜码
头’礼金”，河北华夏幸福俱乐部

为一场冲超比赛豪掷 1400 万元操
纵对手……这些不正之风和腐败
问 题 ， 不 仅 导 致 资 金 被 贪 污 挪
用、基础设施建设和运动员培养
受阻，还破坏比赛公平性，损害
行 业 公 信 力 ， 造 成 比 赛 水 平 下
降、观众流失、赞助商撤资，引
发公众“信任危机”。

对此乱象，纪检监察机关重拳
出击，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各级纪
检监察机关深挖彻查一批体育领域
腐败案件，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发布多条体育系统违纪违法案件消
息，向体育不良风气“亮剑”，持
续释放反腐“无禁区、全覆盖、零
容忍”的强烈信号。

《体育强国建设纲要》 提出
“到 2050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
化体育强国”的宏伟目标。实现这
一愿景，必须确保每位运动员在公
平赛道上追逐梦想，让每一块金牌
闪耀纯粹荣光。体育强国的建设，
不仅需要高水平的竞技成绩，更需
要风清气正的行业生态。江苏城市
足球联赛的成功实践表明，只有坚
持制度保障、弘扬体育精神，才能
夯实体育基础，推动竞技体育与全
民健身协同发展。未来，需要进一
步强化监管、完善制度，让体育回
归本质，让热爱与公平成为体育事
业的核心价值，为实现体育强国目
标注入持久动力。

让体育精神闪耀纯粹荣光

董 雪

鸟类，是我们身边“会飞的邻
居”，它们不仅点缀城市生活，更对
维护生态系统平衡和稳定发挥着
重要作用，是自然界不可或缺的精
灵。强化保护措施，增强爱鸟护鸟
意识，守护好这份大自然的神奇与
美好，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

守护“会飞的邻居”，要坚决
打击非法猎捕贩卖国家保护鸟类
等犯罪行为。中国野生动植物种
类多，活动和分布范围广，少数
地方乱捕、滥猎、滥食鸟类等野
生动物的现象仍时有发生，威胁
野生鸟类等种群安全。对此，要
加大执法力度，推进部门联动，
借助高科技手段，坚持对非法猎
捕、收购、运输、出售野生鸟类
犯罪全环节打击，坚决斩断违法
犯罪链条。

守护“会飞的邻居”，要保护
好鸟类栖息地和迁飞通道。中国
是世界上鸟类资源最丰富的国家
之一，也是全球候鸟跨境迁徙的
重要通道，保护栖息地和迁飞通
道对鸟类生存繁育至关重要。曾

经，鸟类的生存空间不断遭受城
市扩张、环境污染、外来物种入
侵的挤压。如今，湿地、森林、
灌丛得到了更好的保护，更多的
城市规划建设选择为鸟类留出一
方天地，城市公园、绿地、小区
中多了“鸟语花香”的角落。同
时，对候鸟迁徙通道、停歇地、
繁殖地等区域加强巡护值守，确
保候鸟迁徙安全，也是护航鸟类
繁育生息的硬核之举。

更令人欣喜的是，近年来亲
近自然风潮的兴起，正在全社会
播撒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种
子。以观鸟活动为例，越来越多
的爱好者拿起望远镜，观察这些
精灵的千姿百态，聆听它们的歌
声，感受生命的奇妙与坚韧，从
中收获心灵的宁静与对自然的深
刻体悟。这种“不接触的互动”，
有利于培养生态保护意识，让爱
鸟护鸟、尊重生命从口号变成越
来越多人的自觉行动。

鸟类振翅飞翔的天空，也是
我们共享的蓝天。守护“会飞的
邻居”，就是守护生物多样性，守
护我们赖以生存的绿水青山。

共同守护“会飞的邻居”

日前，浙江嘉兴秀洲区人民法院以危险驾驶罪，判处男子宋某拘
役一个月十五日，缓刑三个月，并处罚金 3000 元。驾驶员宋某酒后启
动智驾系统，在遇到交警查酒（醉）驾时，非但没有停车配合检查，反
而倒车逃避。案件承办检察官表示，智能驾驶系统是一项辅助驾驶功
能，驾驶员始终是驾驶车辆行为的完全责任人（7月7日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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