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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传承

新关镇高家上石会村位于山西省

偏关县城南约 10 公里处， 户籍人口

284 户 707 人， 常住户 80 户 158 人，其

中 60 周岁以上的老人有 140 人。 2020

年 8 月， 被山西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

会命名为“2020-2022 年周期山西省卫

生村”；2020 年 12 月，被评为山西省第

一批“省级民主法治示范村”；2021 年

1 月，山西省民政厅确定高家上石会村

为“2020 年度山西省善治示范村”；

2022 年 5 月被评为“省级乡村振兴示

范村”；2022 年 10 月被司法部、民政部

命名为第九批“全国民主法治示范

村 ”。 2022 年 村 集 体 经 济 收 入 达 到

49.9956 万元。

为保障孤寡、空巢、高龄等生活困

难老年人的基本养老服务需求， 在县

委县政府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下，

高家上石会村按照“政府引领、政策扶

持、社会参与、老人受益”的工作思路，

把“践行宗旨为民造福”作为目标，在

原有日间照料中心的基础上设立长者

餐厅， 并于 2023 年 5 月份正式投入使

用。“长者餐厅”让村内的老年人在家

门口就能吃上“热乎饭”，让老人“食”

有所依，乐享“舌尖上的温暖”。

这个长者餐厅位于村委会西侧，

占地面积约 1600 平米， 建筑面积约

310 平方米， 可同时容纳 100 余人就

餐， 餐厅内部基础设施完善、 应有尽

有，同时还集医疗室、休息室、阅览室、

棋牌室、淋浴间、卫生间等多功能区域

为一体。 餐厅采取“政府搭台、村居承

办、村民互助、个人自愿、梯度收费、集

体补贴” 的运营模式， 将 60 周岁以上

的老人、 脱贫户和监测户作为重点服

务群体， 将最优质的资源向最需要的

群体倾斜。

近年来，在各项政策的扶持和村两

委班子带领下，高家上石会村的集体经济

不断壮大，村集体拿出部分资金补贴餐费

支持长者餐厅的长期正常运营，并进一步

降低了老人们的餐费，让老人们从“舌尖

上”的服务感受到“心尖上”的温度。

高家上石会村长者餐厅秉承便民、

利民、惠民的理念，从七个方面做好这项

事业， 即： 一是餐厅办理食品经营许可

证，餐厅工作人员都经过仔细选拔，并进

行专业化培训，全部办理健康证。 二是餐

厅每天提供三菜一汤且搭配不同主食，

菜品清淡、火候到位，且营养均衡、物美

价廉。 三是餐厅经理通过村民推选由村

党支部书记高国珍担任，并专门制定《高

家上石会村长者餐厅管理制度》， 内容包

含费用标准、用餐时间、监督办法等环节，

要求工作人员严格参照执行。 四是餐厅在

运行过程中从实际出发，根据老年群体的

不同需求适时调整餐品价格。 为失能、半

失能、重度残疾的困难家庭老人，实行免

费送餐服务。 五是公开透明，对采购明细、

就餐收费标准、就餐补助，一一进行开会

公示。 六是餐厅依托镇卫生院和村级卫生

室，定期对老人进行健康义诊，开办老人

身心健康知识讲座。 七是为更好满足老年

人的多元化需求，餐厅工作人员还会定期

征求用餐人员意见，着力提升老年助餐服

务水平。 高家上石会村将逐步形成“居家

养老、互助养老、机构养老、政策兜底保

障”的综合养老服务模式，以打造家门口

的“舒适圈”为目标，让“养老”变“享老”，

切实破解养老难题，不断提升老年人生活

质量和幸福指数。

“小”食堂，“大”民生。 据悉，新关镇

将深入总结“长者餐厅”试点经验 ， 充

分发挥典型示范带动和辐射作用， 在全

镇范围内创新养老模式， 用全心全意换

取群众满意， 用心用情让乡村善治蔚然

成风。 （赵振芳 文 / 图）

三餐“热乎饭” 吃出幸福味

———记山西省偏关县新关镇高家上石会村长者餐厅

创作视野日益广阔

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中国人民

丰富的生产生活实践， 为网络视听创

作提供了鲜活多样的素材。网络剧《青

春正好》、微短剧《高碑店故事》、网络

纪录片《于青山绿水间》等作品聚焦

乡村振兴， 将个体命运融入宏大叙

事 ，以“小切口”讲述中国不同地区、

不同民族打造美丽乡村新图景的奋

斗故事 ；网络纪录片《国道巡航》《奇

妙中国》等忠实记录中国式现代化的

生动实践，展示不凡成就，用新颖的

视角将一个个鲜活事例引入观众视

野；网络电影《抬头见喜》、微短剧《亲

爱的乘客 ，你好》通过普通人的故事

描绘人间烟火 ，记录美好生活，充满

暖心的正能量。

近来的网络视听文艺创作始终将

镜头对准现实生活，拓展题材范围，在

内容深度上持续探索和挖掘， 以更加

大众化的表达方式诠释时代主题，成

为主流价值传播的重要力量。

传统文化赋予灵感

积淀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

成为网络视听文艺创作的灵感源泉。

网络综艺节目《登场了！ 北京中轴线》

展现中轴线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和不

断焕发新颜的发展现状 ， 创新地从

“视、味、触、听”4 个感官维度展开，融

合影视化手段和沉浸式体验， 用多样

化的表现形式建立起与当代年轻人的

连接， 提升了节目的文化浓度和价值

内涵；《中国奇谭》 以极具辨识度的中

国美学风格强势“出圈”，多角度展现

中华文化跨越时空的魅力与蓬勃的生

命力，成为新国风代表作；网络纪录片

《惟有香如故》 独树一帜地选取与 5 位

历史人物命运相连的香料， 用味道串联

起他们在重要历史节点上经历的冲突与

作出的选择。

这些作品继承了中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的思想与精神内涵 ，拓展和丰富了

网络文艺表达空间，更容易让观众形

成心理认同和价值认同，助力“国潮”

崛起 。 此外 ，《显微镜下的大明之丝绢

案》 等古装剧也有所创新， 增强了对古

代制度、历史文化、市井生活的描绘，在

弘扬传统文化、 体现当代价值等方面作

出积极探索。

类型融合大胆创新

近来，网络剧成为融合创新的前沿，

在突破传统类型风格方面表现亮眼。 以

《漫长的季节》 为代表的一系列悬疑刑

侦剧， 通过讲述案件破解追踪过程，呈

现特定时期和地域的社会面貌， 扩大了

悬疑剧表现生活、社会、时代的广度，提

供了宏阔的探讨空间。 年代剧也有打破

类型惯性的作品出现。 《欢颜》以“公路

片 + 人物篇章接力” 的形式展开叙事，

融合了多种类型， 用独特的手法表达英

雄人物崇高的精神内核， 实现了风格化

创新与创作升级。

网络纪录片和网络综艺节目也在创

新视角和表达。 微纪录片《嗨！ 好久不

见》 以兼有新闻人视角、 纪录片属性和

短视频特色的回访模式， 描绘跨时代人

物群像；微纪录片《一脉》将文旅、文娱、

文教有机融合， 通过代际沟通， 引导青

少年体悟传统之美。 一些户外真人秀也

探索文旅融合新模式， 通过嘉宾的深度

体验， 对不同地域蕴藏的历史文化、风

土人情、 人文精神进行集中展示， 以文

塑旅，以旅彰文。

多维展现青春活力

年轻人是网民中活跃度、 参与度极

高的群体。在网络视听领域，年轻人既是

创作者也是消费者， 更是内容创作方面

长期关注和表现的对象。近来，网络综艺

节目不断拓宽题材范围，贴近观众、贴近

生活。《当燃青春》采用年轻人观察年轻

人的方式， 讲述这个时代闪光的青春故

事；《种地吧》真实记录 10 位年轻人在土

地上耕耘收获的过程，还探索出“长短视

频 + 沉浸式直播 + 线上带货 ” 的新思

路，打破综艺模式边界。网络影视作品也

更加关注年轻人的学习和生活， 塑造更

真实、可信的青年形象。 如网络电影《中

国青年：我和我的青春》通过单元叙事讲

述不同时代的年轻人投身志愿垦荒、西

部支教、公益助学的故事，展现青年的责

任担当。 还有《今日宜加油》等聚焦当代

年轻人职场生活的都市轻喜剧， 更注重

观照青年群体成长，获得良好反响。

网络微短剧在有限的单集时长中快

速释放叙事张力， 契合碎片化的观看需

求， 成为年轻人喜爱的新兴网络文艺形

态。 近期，网络用户自制短剧《逃出大英

博物馆》 一经推出便迅速登上各平台热

搜， 总时长不足半小时的 3 集短片中隐

藏了大量细节，其“文物归国”的立意引

起大众的强烈共鸣， 不仅展现出微短剧

作品在连接年轻人、 呼应社会热点方面

的天然优势，更在展现深刻主题、勇担文

化传承重任方面作出示范。

总体来看， 当下网络视听文艺创作

各类型都在加快向精品化进阶，内容、形

式上有创新，价值、品质上有追求，艺术

语言更加丰富，思想内涵更加充盈。在促

进文艺繁荣发展过程中， 网络视听文艺

作品正在发挥着日益突出的作用。

（杨明品 戚雪）

加快向精品化进阶

网络视听文艺创作呈现新态势

从原创网络动画短片集《中国奇谭》以传统文化内核和当代气质“破壁”“出圈”，到悬疑刑侦

剧《漫长的季节》开辟“生活流悬疑”新风格，再到网络用户自制短剧《逃出大英博物馆》让网友为

之动容……近来，网络视听文艺作品的价值内涵和艺术水准不断提升，选题广泛，类型丰富，在

人们日常的精神文化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呈现出新的创作特点和时代特征。

网络综艺节目《种地吧》海报。

网络图片

网络剧《漫长的季节》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