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红色资源”既要保护好也要利用好
苑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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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用情，让敬老更显暖意
王军荣

烟火诗意皆可得
“村社趣串门”不妨再多些
贺成

暮春时节，“全国百个红色旅游
经典景区”之一——浙东(四明山）抗
日根据地旧址群，迎来了一拨又一拨
驻足者。人们在这里寻觅信仰的力
量、回味初心的赤诚。走得再远，也
不能忘记来时的路；走得再快，也不
能忘记为什么出发。

5月7日《宁波日报》

浙东（四明山）抗日根据地旧址
群游人如织的景象折射出一个深刻
命题：在新时代如何让红色资源焕发
持久生命力？宁波以 507 处革命遗
址为纸，以创新思维为笔，书写了一
部红色资源保护利用与旅游经济发
展同频共振的生动教材。这座城市
的实践表明，红色基因的传承不仅关
乎历史记忆的保存，更是推动地方发
展的重要文化动能。

宁波的创新实践首先体现在保
护理念的突破上。当《宁波市革命遗
址保护利用规定》这一地方性法规率
先出台时，其意义已超越简单的文物
保护——它构建了“法治化保护+数
字化传承”的双轮驱动模式。66 处
遗址的实质性提升、435处“身份牌”
的设立，这些数字背后是制度保障下
的系统性保护。更值得关注的是，26
个VR全景视频、35个“红色地图”、
71 个数字二维码构成的数字矩阵，
使红色记忆突破了时空界限。这种
将革命遗址从物理空间向数字空间
延伸的做法，不仅解决了保护与利用
的矛盾，更搭建起连接历史与未来的
桥梁。

在转化利用层面，宁波探索出了
“红色 IP+”的多元开发路径。张人
亚党章学堂的案例尤为典型，从沉浸
式党课到文艺作品创作，这个“党章
守护地”通过持续的内容创新，实现
了红色教育从“参观式”到“体验式”
的质变。数据显示，48 万人次的参
观量证明，当红色故事被赋予当代审
美表达时，其感染力呈几何级增长。
而“海防堡垒·红动镇海”等主题线路
的设计，则展现了资源整合的智慧
——通过抗倭、抗英、抗日等历史脉
络的串联，将分散的红色地标编织成
有机整体，既强化了历史认知的完整
性，又提升了旅游产品的市场竞争
力。

这种创新模式产生的经济效益
与社会效益同样显著。近 260 万人
次的年接待量、7000 余批次的教育
团队，这些数据背后是红色旅游带来
的直接消费拉动。更深远的意义在
于，当研学实践教育基地覆盖 59 个
革命遗址时，红色文化已自然融入教
育体系和市民生活，形成了持续的文
化认同。

从四明山的革命旧址到东海之
滨的党章学堂，宁波证明了一个道
理：红色文化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
而是流动在城市血脉中的基因。当
保护与创新形成良性循环时，红色资
源就能成为既滋养精神又带动发展
的活水之源。这份兼顾文化传承与
经济发展的宁波答卷，为全国红色旅
游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值得借鉴的
思考路径。

近日，家住奉化区裘村镇马头村
的老人陈惠娟收到一份特殊的礼物：
一盒萝卜团、一袋茶叶蛋、一些时令
水果。上门送礼的是该村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志愿者李亚浓。

5月7日《宁波日报》

刚出锅的萝卜团，上午煮好的茶
叶蛋，这份用心用情制作的“礼物”，
不仅让老人感受到了节日的温暖，更
以细腻的情感传递，让敬老爱老的传
统美德焕发出直击人心的力量。由
此可见，唯有秉持用心用情，才能让
敬老之举更显暖意。

敬老，贵在用心。精准洞察并及
时回应老人的需求，是用心敬老的关
键所在。志愿者选择制作萝卜团这
一传统美食，并非偶然。作为奉化、
象山等地的特色小吃，萝卜团对于老
人而言，承载着记忆中的乡愁与往昔
的生活点滴。萝卜团蒸熟出笼后，志
愿者立即将其装入事先准备好的盒
子，为了让老人尽快品尝到这份美
味，他们骑车分头送货。从食材采

购、精心制作，到及时送达，每一个环
节都透露着对老人细致入微的关
怀。这份用心，赋予礼物温度，真正
暖到了老人的心坎里。

敬老，重在用情。志愿者与老人
互动的每一个瞬间，都是用情的生动
体现。送上礼物时，志愿者与老人亲
切交谈、闲话家常，这些看似平常的
举动，实则是真诚的情感交流。敬老
绝非程式化的任务，也不应追求表面
的华丽形式，而是源自内心的关爱。
敬老不仅需要物质层面的关怀，更需
要用陪伴与倾听，给予老人精神上的
慰藉，让他们感受到被尊重、被需要、
被关爱。这种情感联结，远比物质馈
赠珍贵，能让老人真切体会到社会的
善意与温暖。

用心用情的敬老，才是真正的敬
老。每一次用心的付出、每一回用情
的关怀，既让老年群体切实受益，又
彰显了社会的凝聚力与责任感。期
待未来，这样温暖的敬老故事能在更
多地方上演，让每一位老人都能在充
满爱与关怀的环境中安享晚年。

今年“五一”假期，不少宁波
市民在家门口找到了另一种假期
打开方式。由宁波市委社会工作
部指导、宁波晚报万家社区联盟发
起的“村社趣串门”计划，以“家门
口串门”的独特形式，让市民避开
人潮，重新发现身边被忽略的宝藏
风景。 5月6日《宁波晚报》

进入娱乐休闲时代，各地都在
竭力挖掘可供人娱乐休闲的资源，
搭建各种可以满足人们探索体验
的平台。但是，从目前的情形看，
很多力量和重心还是集中在一些

“大景”或者“远景”上，如此聚焦家
门口“近景”还是显得少之又少。

事实证明，近处也有风景。在
公园晨练的老人转身就能来此落
座，品一杯热茶、尝一笼点心，闲
话家长里短；在鄞州区下应街道
的应澜・堇书房，居民驻足“有声
书墙”前，戴上耳机，瞬间沉浸在
名家诵读的声音世界中；在江北
区文教街道甬爱 e 家江北枢纽
站，一场怀旧“悦”读小人书展吸
引了众多居民……从满足口腹之
欲，升华为邻里情感联结的温馨时
刻，这些社区空间传递出来的烟火

气，是何等有趣有味的“风景”？
更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地方依

托山水资源，发展民宿度假、田园
观光、运动休闲等产业，青瓦白墙
的旧农舍变身书吧，杂草丛生的空
地化作露天剧场，曾经无人问津的
乡野闲置空间，如今成了体味“诗
与远方”的休闲驿站，摇身一变成
为休闲度假胜地。

“村社趣串门”探访的这些共
享空间，不仅是便民服务的载体，更
成了城乡交流共振的“精神坐标
系”。大家在城市共享文化空间，汲
取新知识；在山野乡村，感受田园诗
意，实现了在家门口，就能获得精神
上的滋养与放松。这些“风景”的构
造，不仅满足了人们娱乐休闲需求，
更是顺应了时代潮流发展。

难能可贵的是，从社区食堂窗
口的一声问候，到村庄露营地里的
一次烧烤，村社“共享+”的本质，是
让生活回归“人”的尺度。好一个让
生活回归“人”的尺度！当旅游业发
展到一定程度，已经有人不再执着
于远方的风景，而是学会用“生活
家”的眼光打量脚下的土地，更加在
乎那些曾被忽视的烟火气，渴望将
之汇聚成触手可及的“小美满”。

钓鱼，对一些爱好者来说是一件“赏心乐事”，但一些看似概率不高
的意外，总是如影随形——5月5日，在“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市民范
先生带着9岁的儿子在河边钓鱼，却不慎将鱼钩一头“扎”进了儿子的面
额，最后只得紧急送往医院求治。 5月7日《宁波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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