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众筹微治”值得花式复制
郑建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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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艺术“走亲”
让两地青少年心相连
凌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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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自律需要真监管

伴着古朴典雅的旋律，身穿
汉服的少男少女深情吟诵……前
日，一场甬凉两地学生美育交流
活动在宁波华茂教育博览园举
行，两地学子以歌寄情、以乐会
友，共同唱响“山海情”。

11月19日《宁波日报》

无独有偶，上月底，40 名宁
波市青少年来到新疆库车，与库
车青少年开展结对子、共读书、进
家庭、同研学、“心”分享、常往来
等互嵌式交流活动。

前者以艺术交流活动为媒，
宁波学子和千里之外的四川凉山
孩子彼此走近，体验当地的文化
和艺术；后者是甬库两地青少年
互嵌式学习生活，让宁波孩子“在
库车有个家”。无论是这场“山海
之约”，还是这次研学之旅，都是
一种文化艺术“走亲”，不仅加深
了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之间的了
解和融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更是一种文化、艺术交流和
互鉴，让甬凉和甬库两地青少年
心相连。

宁波公益团队助彝乡的孩子
圆了“艺术梦”，为回应这份千里
之外的深情，一年后，彝乡孩子跨
越山海，奔“甬”而来。这是一场
美妙的“邂逅”。这场走出课堂的

“美育课”，使甬凉两地学子领略

不同的艺术魅力。“最炫民族风”
与“创意音乐秀”的交汇融合，碰
撞出“美美与共”的动听旋律。从
凉山深处到东海之滨，从彝族村
寨到江南水乡，在欣赏、认同彼此
的艺术之美中，甬凉两地学子的
心贴得更近，为赓续“山海情”注
入新鲜的活力。

同样在一年前，来宁波的库
车孩子，与结对的宁波孩子，相约
在库车，一起领略大美新疆。一
年后，他们如约相见，这是一场美
妙的“双向奔赴”。库车曾是龟兹
国都，扼守着陆上丝绸之路的咽
喉，宁波则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
点，甬库在“丝绸之路”上“邂逅”，
更是亲上加亲。从天山脚下走来
的库车孩子，在宁波游古寺，逛古
城，领略海洋文化。而对于宁波
孩子来说，他们走进库车，则领略
了库车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和独
特的人文风情。“甬库一家亲”深
刻的文化寓意，在潜移默化中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甬凉、甬库结对帮扶，正持
续走深走实，青少年之间的文
化艺术交流，为结对帮扶注入
了活力和新意，使结对帮扶有
了更多的民间基础。期待今后
甬凉、甬库青少年常来常往，心
相连，情相牵，共同携手奔向美
好的未来。

11月16日晚，央视13套《新闻
调查》栏目播出《楼道里的自治》，重
点关注鄞州区中河街道风格城事小
区“共享楼道”建设，聚焦小区如何实
现自我管理、自我约束、共同参与、共
同建设。自2020年10月92号楼道
率先众筹改造后，4年来，“共享楼
道”模式不断在中河街道复制，目前
全街道累计有5个小区57个楼道启
动或完成改造，居民众筹资金达630
余万元。

11月19日《宁波晚报》

小区是我家，美好生活靠大家。
2020 年至今，风格城事小区共众筹
资金370多万元，完成13个楼道众筹
改造，处处都是风景的“共享楼道”模
式在中河街道被不断复制，正像鄞州
区文明办相关负责人所说的那样，中
河街道共享楼道是解决群众身边的
难题，实现共建共享的一个创新举
措。这种楼道里的自治，被央视誉为

“为小区如何自治提供了新方案。”
应该明确，小区众筹改造项目，

必须是与大家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
业主都有需要的重要事项，资金众筹
要得到业主的一致拥护。风格城事
小区交付于 2009 年，随着时光的推
移，楼道等公共区域日渐破旧，公共
区域与家里反差太大，一方面影响小
区形象，给大家的日常生活带来不
便；另一方面，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
不断提高，居住小区档次也应该要随
之提升，不少业主也有通过众筹改善

自己居住环境的要求。
有道是众人拾柴火焰高，让众筹

解“众愁”，值得肯定。要做好这样的
事情，首先必须要有特别有号召力和
行动力的业委会，尤其需要有一位公
正无私、能干事、会干事的业委会主
任，以及团结一心的广大业主，大家
众志成城，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哪怕出个
主意、跑个腿也是好的。通过广泛发
动，凝聚人心，才能让楼道里的自治
顺利进行下去。

值得肯定的是，自楼道改造、硬
件升级后，不少有热情、有特长的众
筹改造人摇身一变，成为了楼道主理
人，精准服务居民。国家一级评茶师
和茶艺技师潘君耀，在楼道的公共区
域精心布置了一间小巧而温馨的共
享茶室，为居民提供一个交流空间；
107号楼道主理人金利宝，经常让一
些濒临死亡或无人问津的绿植重生，
带动了一群爱好花艺的邻居……由
此让楼道成为了共享幸福生活的最
小半径。对此，业主赞叹道：“这里不
再是冷冰冰的空间，取而代之的是温
馨的邻里幸福图景。”

当然，众筹改造项目必须符合法
律规定，经过业主大会通过，通过民
主决策，每一个步骤都要符合严格的
程序，施工单位要“货比三家”，整个
施工过程要有监理，众筹的款项应该
做到账目公开，确保每一分钱都花在
刀刃上，并且账目经得起财务审计，
经得起全体业主的“拷问”。

由宁波城铁发起的“阳明号再出
发”行动，日前在城际余姚站广场启
动，经过全新升级后的宁波城铁“阳
明号”列车车厢也正式亮相。记者在

“阳明号”上看到，车厢两端、行李架
以及车门上有典雅的王阳明系列故
事、各类心学语录，车厢屏幕上还播
放了王阳明廉政文化沙画艺术片，让
乘坐这趟列车的旅客置身于浓浓的
文化氛围之中。

11月19日《宁波晚报》

城际列车不仅拉近了城市间的
距离，更为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新的载
体。宁波城铁发起的“阳明号再出
发”行动，正是以城际列车为平台，将
传统文化与现代交通相结合，创新了
文化传播的方式。这样的行动，不仅
让传统文化在城际间流动起来，也让
更多的旅客在旅途中感受到文化的
魅力。

一列列城际列车，如同流动的文
化长廊。在“阳明号”这样的列车上，
我们看到了传统文化的影子。车厢
两端、行李架以及车门上，典雅的王
阳明系列故事、各类心学语录跃然纸

上，让旅客在行进中领略到传统文化
的魅力。而车厢屏幕上的王阳明廉
政文化沙画艺术片，更是以动态的形
式，将传统文化展现得淋漓尽致。这
种视觉与听觉的双重冲击，让旅客在
旅途中就能感受到传统文化的深厚
底蕴。

城际列车的文化传播方式，是一
种创新。它打破了传统文化的传播
模式，让传统文化以更加生动、活泼
的方式呈现在大众面前。这种传播
方式，让更多的人有机会接触到传统
文化，了解传统文化的魅力。

“城际列车讲述文化故事”的行
动，应该多多益善。我们应该将更多
的传统文化融入到城际列车中，让更
多的旅客在旅途中感受到传统文化
的魅力。同时，我们也应该不断创新
文化传播的方式和手段，让传统文化
以更加生动、活泼的方式呈现在大众
面前。

让传统文化跟着城际列车奔向
远方，不仅是一种创新的传播方式，
更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我
们应该珍惜这种机会，讲好文化故
事，传承好传统文化。

“城际列车讲述文化故事”
多多益善
郭元鹏

阿拉有话

近年来，互联网掀起了一股“精致的自律”潮，随后又有打假博主揭
露，部分所谓的自律视频，实则是经过精心剪辑与拼凑的“表演式自
律”。记者发现，自律博主的背后往往有专业的公司团队运营，目的就
是推广短视频中带来“精致感”的相关商品。 11月19日《北京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