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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进入腊月门，家家户户开始

忙着置办年货， 在山东青岛，年

货清单里必不可少的一项便是

王哥庄大馒头。 花样繁多、色彩

斑斓的大馒头不仅深受本地人

喜欢，还漂洋过海、远销海内外。

2023 年，青岛崂山区王哥庄街道

共生产大馒头约 1.4 万吨， 产值

1.2 亿元， 完成了从餐桌面食到

特色经济“领头羊”的华丽转变，

成为乡村振兴、增收致富的“金

饽饽”。

一个看似普普通通的大馒

头，到底是如何“蒸”服世界的

呢？ 将传统文化与特色产业融合

发展，是近年来实现乡村振兴的

新途径、新动能。 崂山区王哥庄

聚焦自身发展优势，持续发力发

展乡村特色产业，在此过程中深

入挖掘当地优秀农业文化遗产

并进行创新传承， 打造特色品

牌，提升核心竞争力，探索出了

一条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有效路

径。 王哥庄大馒头的发展之路，

为广大乡村发展特色产业提供

了可以借鉴的经验。

非遗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了

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是实现乡

村振兴的重要资源。 王哥庄大馒

头作为青岛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已有 500 余年历史， 至今还保留

着手工揉、铁锅蒸、木柴烧的传

统工艺。 作为一种文化媒介，大

馒头承载了淳朴深厚的文化记

忆 ， 塑造了代代相传的独特民

俗。 他乡游子，在一口口韧劲十

足 、麦香四溢的馒头里，被唤醒

的是一份关于成长和故乡的美好

记忆。 步入新时代，王哥庄大馒

头又创新开发出诸多符合时代特

色的新产品，推动非遗与乡村振

兴彼此赋能、相得益彰。

目前， 文旅产业已经成为传

播展示优秀地域特色文化的重要

途径之一。 无论是“淄博烧烤”还

是“哈尔滨冰雪”，都是将城市文

化符号化、具象化，通过打造“能

为自己代言 ”的城市 IP，提升城

市知名度和美誉度。 为推动文旅

产业融合发展，王哥庄大馒头也

创办了自己的专属节庆———王哥

庄大馒头文化节，推出原创主题

曲和系列文创产品，开发大馒头

制作研学体验项目，并邀请网红

达人成为“好品推荐官”，以吸引

学生群体和年轻消费群体为主要

目标 ， 让大流量带动文旅大销

量。 在厚植本土特色文化的基础

上 ，不断丰富场景层次 、拓展综

合功能、优化游客体验，形成文

化旅游和乡村产业的高度黏合。

实践证明，这条路是走得通的。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

之重。 产业发展好，乡村才能聚人

气，才能让农民腰包鼓起来。 特色

乡村产业的竞相发展更丰富了农

村经济的产业结构，让农民不再单

纯依赖传统的农业活动，而是通过

走出一条多元化的特色产业发展

道路实现增收，进而推动实现共同

富裕。 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政府在

其中承担着重要角色。以王哥庄大

馒头为例，为规范产业发展，当地

有关部门专门成立了特产办公室，

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标准化文件，并

组织成立了大馒头协会，实行“农

户 + 协会”模式，通过培训和技术

服务推广，带动百余户村民成为馒

头加工户。 同时，随着数字技术的

快速发展和下沉，乡村振兴与数字

产业的融合也日渐成熟。王哥庄顺

应发展趋势成立了电商直播总部，

成功开拓了增收新渠道，让带领百

姓共同富裕的新引擎更加强劲

有力。

日前发布的 2024 年中央一

号文件提出，“鼓励各地因地制

宜大力发展特色产业， 支持打

造乡土特色品牌”“实施农民增

收促进行动， 持续壮大乡村富

民产业”。 这为我们发展乡村特

色产业、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

供了方向指引和政策牵引 。 深

入挖掘各地资源优势， 构建具

有地域特色的乡村产业， 希望

更多“多彩馒头成致富大产业”

这样振奋人心的故事在神州大

地上演。

“馒头成致富大产业”

带来的启示

□

刘艳杰

“一号文件”

首提村超村晚有何深意

□

高维

日前发布的 2024 年“一号文件”中提到，坚持农民唱

主角，促进“村 BA”、村超、村晚等群众性文体活动健康

发展。值得注意的是，继 2023 年明确指出“要支持乡村自

办群众性文化活动”之后，这是“一号文件”首次提到“村

BA”、村超、村晚。

“村字号”为何这么燃？ 命名中就藏着答案：首先，

无一例外，它们主打的就是一个原汁原味、土生土长、

自导自演，人人皆可“上场”、人人都是“民星”，“一号文

件”强调“坚持农民唱主角”，用意也在于此；其次，“小

舞台”也有“大视野”，村超赛场踢出“世界波”，村晚舞

台“藏着才艺天花板”，你永远可以相信，来自民间的惊

喜。 凭借着文体活动的复兴，乡村的比较优势，正被越

来越多人看见。

“一号文件”提出，把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作为新时

代新征程“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其中“全面”二字，内涵

颇深。“绘就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新画卷”中的“和美”，则

在精神文明层面再作强调———实现乡村由表及里、形神

兼备的全面提升，文化振兴既是一种价值追求，也是一

种深沉的力量。 村超村晚的遍地开花，就是一个生动注

解：不仅“加戏”，更是“搭台”。 做好因地制宜的“后半篇

文章”，“村字号”的风，就可以吹向更多乡野田间。

华夏大地乡村千千万万，“乡土中国” 文化千姿百

态。“村 BA”等来自基层的做法被写入“一号文件”，这

既代表着官方的认可，同时也寄予了一份期许：“土气”

有力量、“人气”见神采、“热气”显底气，便形成了一个

“有力有效”的“文化磁场”。

家政服务为啥成“年货”

□庹亚男

年货又添新选项 ！ 擦玻璃 、全屋清洁 、整理收

纳……春节前夕，扫尘除垢是每家每户辞旧迎新的重要

方式，家政服务也迎来了“节前热”。 根据某平台数据，

2024 年春节前夕家政服务订单量预计较去年同期上涨

40%，全屋大扫除需求量环比上月增长超 300%。

家政服务何以成为一项“年货”？ 一者，消费观念转

变。 在传统观念里，坚果、蜜饯、黄金、红包等都属于年

货，这些产品可触 、可感 ，实物感更重，对应了年货之

“货”。 但反观家政服务，无论是清洁、整理，还是打扫、

收纳，产品都不是可以实感的货物，而是可以体验的服

务。 这显然是一种变化，并且，在这种变化里，虽然“货”

的比重轻了，但“年”的分量却并没有降低。 产生这种现

象的原因有很多：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普遍可以负担

起家政消费；“打工人”年底工作更忙了，不得不依赖他

人之手……但究其主因，还在于“愿意”二字，人们不仅

可以、而且愿意为此消费，这就是观念转变的结果。

二者，家政服务提质。 事实上，随着需求增加和业

态升级，如今的家政不再是“懒人经济”的代名词，而是

蜕变为更专业、更广泛的生活服务，可以更加全面满足

大家的需求。 尤其是岁末年终，一次贴心的家政服务，

在减轻家庭负担的同时还能增加年味的“仪式感”。 是

以， 这一年货对于不少接过年货采办权、 接棒新一届

“春节主理人”的“90 后”“95 后”而言，的确是可选项。

绿色消费

引领乡村振兴新风尚

□段立国

近日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四次会议

强调，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要聚焦经济社

会发展重点领域，构建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空间格局，

推进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城乡建设发

展绿色转型，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生产方式

和生活方式。

绿色消费，是指以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为特征的消

费行为，它直接拉动的是绿色生产，长效促进的是绿色

发展。 充分激发乡村绿色消费的强劲活力，是切实推动

乡村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的关键环节，对推动乡村绿

色化、低碳化的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在过去相当长的

历史时期内，乡村地区生产经营方式较为粗放，不少乡

村群众在吃、穿、住、用、行、游等方面缺乏绿色消费理

念。 随着乡村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绿色消费拉动乡村

经济发展的作用显著增强，乡村群众对绿色生产生活方

式的需求日益旺盛。

漫谈

农民“不参保”，需要干部多“跑腿”

□

江武

近日新农合参保人数下降

一事，经媒体报道后，引来广泛

关注，舆论反响十分强烈，同时

相关争议也不少。

梳理媒体的相关报道，基层

农民群众“不参保”原因还比较

复杂，但最为重要的原因，可能

还是部分群众对医保的“获得

感”不强。 一些身体较为健康的

农民兄弟总认为，自己平时很少

生病，每年几乎不进医院，没有

报销啥费用， 自己参保不划算。

与其把真金白银白白给医保局，

还不如揣到自己包包里实惠些，

于是这些农民主动“不参保”。

众所周知，医保是用来防范

和化解医疗费用风险的，缴费参

加医保是在为我们随时可能到

来的疾病风险提供保障。 正如网

络特别流行的一句话，谁知道明

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 我们都

是普通人，都是肉体凡胎，都可

能吃五谷生百病。 如果农民兄弟

“不参保”，一旦患大病、慢性病，

所有的费用就需要农民兄弟自

己掏腰包，这是很多普通农村群

众家庭难以承受之重。

农民兄弟的参保积极性，一

头连着个人健康和家庭的抗风险

能力，乃至社会稳定；一头连着医

保体系的可持续性， 绝不能低估

农民主动“不参保”所带来的参保

人数快速下降风险。 如果大量的

农民朋友主动“不参保”，他们的

身体一旦出了问题， 就很难享受

到医保报销，这对他们的家庭，对

社会都是有影响的。农民主动“不

参保”人数增加，医保资金池的收

入就会大幅减少， 甚至可能因此

影响参保农民的报销。

如此看来，农民朋友参保积

极性有所下降，主动“不参保”人

数增加，这肯定不是一个好信号。

基层广大党员干部， 特别是村干

部，一定要多“跑腿 ”，多深入群

众，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向农

民朋友科普宣传参保的好处，要

给他们摆事实、讲道理，打消他们

的顾虑，让他们自觉自愿主动“参

保”。医保部门也要不断优化医保

报销制度， 切实提升参保农民朋

友的“获得感”，让他们实实在在

感受到“参保”的好处，变主动“不

参保”为主动“参保”。

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坐下

来吃一口刚出锅的馓子，喝一碗

热气腾腾的羊汤，随处可见当地

特色风物……临近春节，各地的

大集吸引着旅游爱好者的关注，

大集上年轻的面孔越来越多。

“土里土气”的大集，成为了一张

旅游新名片。

赶集是一种传统习俗，是独具

特色的民间文化景象。 集市除了商

品交易，还是一个社交的平台。

舞狮子、 赶大集……令人魂

牵梦萦的故乡， 化成点点滴滴的

生活气息， 触动我们心灵最柔软

的部分。在很多人的童年中，都有

一段难忘的赶集经历， 它一并构

成了我们对故乡的认知。如今，各

地的年集， 重新唤起每个人深沉

的记忆， 用传统习俗的感染力和

影响力， 为人民带来新的消费体

验，也打造了新的旅游名片。

在乡村， 大集不仅仅是一

个集聚买和卖的市场 ，也是一

种 精 神 符 号 ， 是 日 子 的 句

点———大集上 ，充满了生 机 与

活力。 各种特色大集 ，是传承

当地文化的重要载体 ，那里有

各地特色小商品、 农产品 、小

吃 ， 还 有 技 艺 精 湛 的 手 造 产

品。 与大型的商超相比 ，大集

更 贴 近 生 活 、 贴 近 实 际 、 贴 近

情感 ，充满烟火气 。

赶一场大集，领略一下当地

的文化特色，感受一下本地的风

土人情， 回味一下故乡的味道。

作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生动实

践，大集从年节年俗、生态旅游、

手造贸易、农民丰收节等角度切

入，足以将“文化搭 台 ， 经 济 唱

戏 ”的功能发挥到极致。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 ，记得

住乡愁。 对于我们每个人而言，

故乡最让人留恋的是烟火气、生

活气 。 以大集为载体留住年味

儿、留住民俗、留住乡愁，充分发

挥文化吸引人、感染人和打动人

的力量 ， 让本土文化在流光溢

彩 、 生 动 真 实 中 释 放 出 无 穷

魅 力。

各地发掘本土习俗 ， 打造

属于本地特色的赶集文化，带

来了极其重要的启示 。 从北京

平谷的百年靠山集 ，到湖南岳

阳的苗族大集 ，再到河南郑州

非遗大集 ，以民俗为核心的传

统 文 化 在 新 时 代 迸 发 出 强 大

的生机与活力，实现了物质文

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并进，为

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

“赶大集”出圈，彰显传统民俗独特魅力

□

唐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