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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时候也能很快乐，如
果你掌握了这项技能，没人能夺走
你的幸福。做你自己最好的朋友，
享受自己的陪伴，在孤独中，一个
人要像一支队伍。

——生活感悟

人生，有时候过不去的是自
己。本无事，却纠结在心里，一直
挥之不去；本无忧，却总是贪欲。
所以会渐渐忘记最美丽的东西。

——至理名言

我们学东西往往很快，但有时
候我们学到的很多东西都是错的。
学会不模仿别人，可能是我们一生
最重要的一课。

——人生感悟

喜欢什么便会创造什么，忧虑
什么便会发生什么；包容什么便会
征服什么，抵触什么便会畏惧什
么；放纵什么便会失去什么，珍惜
什么便会得到什么；抱怨什么便会
伴随什么，感恩什么便会拥有什
么。

——经典语录

调整自己的心态，生活失意
时，静品命运苦乐韵味；人生腾达
时，静听生命辉煌乐章。许多人的
失败和痛苦，不是出不去，而是回
不来。

——生活感悟

“包安装”还收钱太霸道

□王学明

在郑州举办的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
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我市有两个非遗
项目亮相，分别是市级非遗项目木梳制
作技艺和传拓技艺。记者联系了木梳制
作技艺传承人陈庆伟和传拓技艺传承人
张彦伟，两人均来自临颍县。（详见本
报昨日01版《我市两个非遗项目 亮相
少数民族运动会》）

非遗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独特的
文化内涵和精神价值。当前，在人们
越来越关注非遗文化的同时，我们也
应看到许多非遗项目面临着青黄不
接、后继乏人的传承窘境。通常情况
下，非遗项目的表演人或传承人一旦
离去，精湛的技艺也会随之而去。正
如高尔基所言：“一个民间艺人的逝
世 ， 相 当 于 一 座 小 型 博 物 馆 的 毁
灭 。” 如 何 把 非 遗 文 化 传 承 发 扬 光
大，成了摆在地方政府部门面前的一
道难题。

透过新闻报道我们看到，第十一
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为非
遗项目的展示提供了很好的平台，我

市选送木梳制作技艺、传拓技艺两个
非遗项目亮相民族盛会，既充分彰显
了我市在非遗项目传承方面所取得的
成果，也让公众感受到了我市非遗文
化的深厚魅力，更进一步提升了广大
市民对非遗项目的传承和保护意识。
笔者注意到，我市非遗项目丰富多
彩，除了木梳制作技艺和传拓技艺，
还有心意六合拳、双人旱船舞、铜器
舞等，这些非遗项目也丰富着漯河的
文化内涵。

让非遗项目更好传承，需要我们
为其提供更多的展示机会，通过让非
遗展示见人、见物、见生活，激发广
大市民的兴趣和热情。一方面，有关
部门不妨借助互联网，通过非遗项目
网上视频展示，新闻媒体加大宣传报
道，激发非遗文化的生机与活力，吸
引人们的关注。另一方面，有关部门
不妨把非遗项目融入大型文艺演出
中，这样就会使非遗项目得到更多的
展示机会，让公众领略非遗魅力。再
者，学校也可以定期举办“非遗进校
园”活动，通过让青少年近距离体
验、感受、学习非遗文化，培养他们
对非遗项目的兴趣爱好，让他们真正
乐意去接触、传承这些非遗项目。

日前，杭州西湖区的“公共
遛犬区”正式对外开放，占地约
800平方米。今年4月底，由杭州
市城管局选址开辟的3个“公共遛
犬区”开始试点，时间可以不受
杭州现行19时至次日7时这个遛
犬时间限制。但是，参与的市民
并不多。（据《钱江晚报》）

“公共遛犬区”是杭州创新城
市管理的一种方式。遗憾的是，
正式对外开放以来，“公共遛犬
区”几乎成了摆设，到这里遛狗
的人并不多。一个原因是，部分
爱狗人士认为是一种歧视。他们
说，养犬是个人的自由，既然获
得了养犬资格证，那么在哪儿遛
狗是自己的事情。专门划出一片

“遛狗的区域”就是对养犬的歧
视。这种认知是严重的错误，设
立“公共遛犬区”和歧视没有一
点关系，只是为了更好维护城市
秩序。但如何让“公共遛犬区”
真正火起来，恐怕不是一句两句
话能说得清楚的，需要做的事情
还有很多。

□刘予涵

9月12日下午，市文联红色文艺
轻骑兵“庆中秋、迎国庆”主题文艺
演出走进海河社区，为广大社区居民
奉献了一场视觉盛宴和文化大餐，丰
富了基层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详见
本报昨日03版《庆中秋 迎国庆 文艺
演出进社区》）

在社区建设中，精神文化建设是
极其重要的一环。开展群众喜闻乐见
的社区文化活动，既丰富了社区居民
的业余生活，也增强辖区居民的认同
感和归属感，促进了美好和谐社区建
设，可谓益处多多。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社区是社会
的缩影。社区文化开展的情况，不仅
直接影响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
感，也是社区管理与发展水平的反映
和体现。然而，我们也应看到，如今
社区居民的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相
比之下，社区精神文化生活仍很匮
乏。一些社区平时几乎不开展什么文
化活动，住户之间来往很少，许多人
相邻多年也没串过几次门，没说过几
句话，给社区的和谐稳定带来了负面
影响。

由此可见，举办社区活动，无疑
是促进社会和谐的好办法。期待更多
的社区工作者能够切实加强社区文化
建设，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社区活
动，为居民打造一道道文化大餐的同
时，也为社区居民创造更多的交流机
会，使社区真正成为和谐温馨的家
园。

□徐剑锋

中秋假期，到周边农村进行乡村
游，也是许多市民假期出游的选择。记
者了解到，我市周边不少水果采摘园都
推出了采摘游，受到很多市民的追捧。
（详见本报昨日03版《中秋假期 自驾
游乡村游受青睐》）

这几年，依托乡村振兴战略，通过
治理生态环境、挖掘文化内涵、完善设
施功能，许多村庄成为“网红打卡
地”，助推了乡村旅游蓬勃发展。刚刚
过去的中秋假期，乡村游不仅满足了游
客观光、休闲、游乐的需求，也让游客
找回了“乡味”“乡愁”，获得了诗意的
栖居，更让我们深刻领悟了“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真谛。

但我们要注意到，置身于乡村振兴
的大背景下，乡村旅游要高质量发展，不

是简单搞几户农家乐、建几处人造景观，
而要有更多的新路线、新玩法。所谓“人
无我有，人有我优”，乡土文化、乡土特色
是乡村旅游的生命线。换句话讲，缺少
文化内涵的旅游是不可持续的。留住乡
情也好，抚慰乡愁也罢，乡村旅游就要对
农耕文化进行深度挖掘，对本土文化进
行传承利用，通过细心挖掘、精心整理、
匠心开发，因地制宜推动精致化、精细化
发展，把最具特色的产品呈现给游客，让
他们既欣赏到如画的山水风光、乡野乐
趣，又品读到本土特色文化。譬如，可以
放大书画等特色村的效应，将之融入乡
村游中；可以用历史名人为乡村旅游打
上文化标签。

乡村旅游，大有可为。只有找准定
位、彰显个性，加快打造一批生态优、环
境美、产业强、农民富、机制好的乡村旅
游精品，才能真正把游客的脚步留住，形
成联动效应、规模效应。

乡村旅游 大有可为

□李小将

9月15日上午，家住市区盛世嘉
园小区的丁先生向记者反映，他在网
上买了一套汽车坐垫，原本是就是冲
着商家承诺的“全国包安装”才买
的，谁知到货后才明白所谓“全国包
安装”并不是免费安装。（详见本报昨
日03版《“包安装”还收钱 这钱花得
有点冤》）

卖家明明承诺“全国包安装”，漯
河也属于包安装范围，可等汽车坐垫
安装好后，却被卖家推荐的安装商家
收取安装费 70 元，卖家承诺的“全国
包安装”就像个诱人的幌子。报道中
丁先生的遭遇让人同情，虽然丁先生

为此支付 70 元并不是太多，但卖家的
这种行为着实让人生气。笔者认为，
对于卖家这种玩文字游戏欺骗消费者
的行为，消费者切莫选择沉默，因为
越是保持沉默，便会有更多的消费者
上当受骗。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九条规
定：商店提供商品应当明码标价。既
然卖家已经向消费者承诺是“全国包
安装”，就应该按照约定为消费者免费
安装。卖家如果需要找专业人员来为
买家安装，那就该出钱为消费者另请
安装师傅，而不是由消费者承担这部
分费用。因此，笔者认为，报道中卖
家打着“全国包安装”的谎子蒙骗消
费者涉嫌欺诈，丁先生可以向网站客
服或者有关部门进行举报，以便维护

自身合法权益。
这里，笔者也给广大消费者提个

醒，在网上购买商品时，一定要问清
楚附加服务是否收费，比如，商品是
不是免费安装，包修包换的期限等，
最好能让商家在订单上备注一下，这
样一旦发生纠纷，也好固定证据，方
便维权。

社区活动
多多益善

让非遗活起来传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