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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一早，浙江余姚市黄家埠镇五
车堰村党委书记王松权接到村民范华
龙打来的“催租”电话。他家有一间56
平方米的闲置房屋，希望能被纳入“新
乡邻公寓”改造计划。从闲置农房出租
存在安全隐患，到如今外来务工者争相
入住、本地村民放心出租，“新乡邻公
寓”解决了村庄多年的“心病”。

4月14日《宁波日报》

安居乐业，是人们朴素的美好愿
望，外来务工人员也不例外。如何让外
来务工人员住得安心、住得舒心，是民
之所望，也是政之所向。可通常的情况
是，这边厢，大多数村民热衷采取“薄利
多销”的短租模式，缺乏掏钱改造提升
房屋品质的意愿。那边厢，不少租客乱
堆杂物，人员流动率也高，导致安全焦
虑和风险隐患的存在。更棘手的是，部
分房屋租赁仅靠口头约定，没有正规合
同，导致纠纷多发。

“新乡邻公寓”坚守长期主义理念，
村集体采取10年长租的模式，先行收纳
村民闲置房和现有出租房，并请专业团
队系统规划后改造提升，打造特色公寓
集群，统一出租给外来务工者。“新乡邻
公寓”不仅让外来务工者居住得更有品
质，也让出租闲置房屋的村民增加了经
济收入，还能让邻里之间更有安全感，
可谓一举多得。

乡村作为“希望的田野”大有可为，
关键是要找到正确的“打开”方式，找到
多方互惠共赢的路径。对于拥有闲置
农房的村民而言，自己不花一分钱，就
能够获取更多的回报和激励，何乐而不
为？更何况，“新乡邻公寓”通过改造提
升后能够“旧貌换新颜”，不仅能够提升
闲置农房的使用价值，也能够让乡村更
加美丽宜居。

“新乡邻公寓”不仅盘活了资源，也
带动了就业创业，还推动了基层社会治
理。村民既是房东，又担任片区管理员，
对公寓的环境卫生、消防安全等进行监
督；村民不仅可以拿到租金，也可以拿到
公寓管理费收入，“钱袋子”自然会更鼓
一些。而对于租客来说，“自治积分制”
让他们可享受租金九折优惠；租客利用
空余时间在村里做志愿者，参与包括公
寓在内的村庄安全巡查、卫生监督等事
务，可获得相应积分，既节省了房租，又
增加了对村庄的归属感与认同感。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关键在干。
“新乡邻公寓”犹如一面镜子，提醒和启
发人们：充分开发和利用农村闲置资
源，显然需要转变资源利用方式、提高
资 源 利 用 效 率 ，才 能 激 活“ 一 池 春
水”。“新乡邻公寓”的成功经验，值得
其他地方学习借鉴。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日前发布新
一批“跟着微短剧去旅行”创作计划
推荐剧目名单，宁波2部作品上榜，
分别是《许你一世缘牵》与《岁岁知
我意》。此前，宁波还有《宁波144
小时》《那年夏天外婆的海》《遇见你
的第一次》等多部微短剧入选推荐
剧目名单。

4月12日《宁波日报》

不得不承认，微短剧这一“迷
你”叙事形式正在文旅领域掀起一
股新风潮，如何将短期热度转化为
长久动力，成为赋能地方旅游经济
发展的新课题。

微短剧的崛起绝非偶然。在
碎片化阅读成为主流的当下，传
统旅游宣传片冗长单调的弊端日
益凸显。《许你一世缘牵》单集仅 3
分钟-5 分钟，却巧妙融合奇幻爱
情元素与现代旅游视角，将奉化
溪口—滕头旅游景区、天下第一
桃 园 等 景 点 串 联 成 生 动 的 故 事
线。数据显示，该剧上映不到 3 周
全网播放量已突破 5000 万，印证
了“微时长、精制作、强情节”的微
短剧模式对当代观众的强大吸引

力。《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
（2024）》显示，近三成用户会因短
视频/直播去某地旅游，这种“种
草”效应正是文旅微短剧的价值
所在。

然而，微短剧与文旅的“联姻”
并非简单的场景植入。当前不少作
品仍停留在“贴片广告”的初级阶
段，生硬地展示景点而忽视剧情设
计，反而容易引发观众抵触。优质
微短剧《岁岁知我意》制片人王明月
同样强调，必须深入挖掘地方文旅
特色精髓，通过高质量作品激发观
众的体验欲望。四川乐山《我的归
途有风》的成功印证了这一观点
——该剧播出后，取景地“五一”假
期接待游客超200万人次，同比增长
45.5%，正是“轻叙事+重体验”模式
的胜利。

将流量转化为“留量”，需要构
建完整的文旅消费生态。现代游客
追求的是具有深刻文化内涵的沉浸
式体验。微短剧的热播只是起点，
后续需要将剧中场景转化为网红打
卡地，开发定制化旅游线路和文创
产品，形成“观看—打卡—消费”的
闭环。乐山的经验表明，当张公桥、

峨眉东门街等取景地成为游客打卡
热点时，微短剧的文旅价值才得到
充分释放。宁波拥有丰富的河姆渡
文化、藏书文化、港城文化资源，如
何将这些文化基因注入微短剧创
作，继而转化为可体验、可消费的文
旅产品，是破题关键。

政策支持与产业基础是“微短
剧+文旅”可持续发展的双轮驱动。
宁波已谋划制定“微短剧里看宁波”
创作计划，聚焦“五风”创作方向，系
统布局微短剧赛道。今年1月，国家
广电总局批复设立的“中国（象山）
视听产业园”，更为宁波提供了涵盖
影视城、影视学院等在内的全产业
链支撑。

从“一部剧带火一座城”到“持
续火多座城”，微短剧与文旅的深度
融合才刚刚开始。当流量红利期过
后，真正考验的是内容创新力、产业
整合力和文化挖掘力。宁波若能
以微短剧为媒，讲好地方故事，构
建体验闭环，强化产业支撑，必将
走出一条以“小切口”撬动“大产
业”的特色发展之路，让“流量”真
正沉淀为促进地方旅游经济发展
的“留量”。

近日，宁波市鄞州区下应街道
君睿社区喜气洋洋：全区首个政府
与专业餐饮企业深度合作的社区食
堂“睿邻食光”正式营业。这个食堂
名字由108名居民共同“孕育”，不
仅承载着2000多名老人的用餐期
待，更是基层民主自治的生动注
脚。 4月14日《宁波日报》

在基层治理中，如何充分调动
居民的积极性，让他们从被动的

“旁观者”转变为积极的“决策者”，
是实现社区善治的关键所在。鄞
州区下应街道君睿社区的实践，为
这一命题给出了生动而富有启示
意义的答案。

君睿社区在社区食堂的命名
过程中，创新性地采用了“全民提
案—公开投票—共建落地”三步机
制，108 名居民共同参与了这一过
程，最终确定了“睿邻食光”这一充
满温情与活力的名字。这看似简
单的征名活动，实则蕴含着基层民
主的深刻内涵，是基层民主的生动
注脚，更是社区治理的“新范式”。

让居民从“旁观者”变身“决策
者 ”，首 先 彰 显 了 居 民 的 主 体 地
位。在传统的基层治理模式中，居
民往往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多是
政策的接受者，而非政策的参与
者。而此次君睿社区的食堂命名
活动，打破了这种常规，让居民真

正成为了社区公共事务的主人。
他们通过提案、投票等方式，将自
己对社区的期望、对生活的理解融
入到了食堂名称中，使这一名称不
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标识，更是居民
情感与智慧的结晶。

这种转变也为社区治理注入了
新的活力。在“睿邻食光”的命名过
程中，居民们积极参与讨论、互动，
增进了彼此之间的了解与信任，拉
近了距离。这种良好的社区氛围，
为后续社区各项工作的开展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居民们在参与中找到
了归属感，也激发了他们对社区事
务的关注与热情，进而更加主动地
参与到社区的其他事务中，形成了

社区治理的良性循环。
同时，这一实践也为

其他社区的治理提供了宝
贵的经验。在城市化进程
不断加快的今天，社区治
理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
战，如人际关系淡漠、公共
事务参与度低等问题。君
睿社区的做法告诉我们，
只要充分相信居民、尊重
居民的意见和建议，激活
居民的主体意识，就能有
效地解决这些问题。

文旅牵手微短剧让流量变“留量”
苑广阔

晚
报
评
论
邮
箱
：n

b
w
b
p
lp
l@

16
3
.c
o
m

三江热议

街谈巷议

阿拉有话

108名居民给社区食堂“取名”，社区治理“新范式”
郭元鹏

“新乡邻公寓”
激发内生动力
共建共享美好家园
杨朝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