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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至 10 月，2023 年
全省小剧场演出季火热进
行中，我市除了积极推荐艺
术精品参加全省小剧场优
秀剧（节）目巡演外，还努力
创新“小剧场+”文旅消费新
场景，进一步激发文旅消费
新活力。

（10月10日本报3版）

近年来，小剧场演出已
经成为一种文化现象，不仅
为观众带来了精彩纷呈的
艺术享受，还成为文旅融合
的重要窗口。

小剧场不仅是观众欣
赏戏剧的场所，还是文化交
流和艺术传承的平台。而

“小剧场+”文旅消费新场景
的创新，更是为观众提供了

全新的文化体验。
其中，少年励志舞台

剧《少共国际师》的演出和
相关的戏剧表演体验营活
动，为观众带来了一次深
刻的历史教育。这种历史
教育的方式生动而有趣，
让观众更加亲近历史，感
受到了革命时期的艰辛与
伟大。

此外，还通过举办戏
剧体验营活动，面向市民
和高校学生，让他们能够
近距离接触戏剧导演，了
解 演 员 的 训 练 和 表 演 技
巧。这种专业的培训不仅
提 高 了 观 众 对 戏 剧 的 理
解，还为年轻人提供了一个
艺术培训的机会，有望培养
更多的戏剧人才。

最令人鼓舞的是，小剧
场演出季不仅在本地推动
了文化艺术的发展，还让本
土剧目走出去。这既是对
全市文化工作的肯定，也是
对文化的推广。通过这种
方式，唱响了南通“话剧之
乡”的文化品牌，也进一步
提升了城市的知名度和影
响力。

总之，小剧场演出季是
一次文旅融合的成功尝试，
为观众提供了丰富多彩的
文化艺术体验，推动了文化
艺术的传承和发展。

小剧场红火
展现文旅交融新活力

□新平

公益直播为乡村振兴汇聚不竭流量
□政青

近日，2023寻访“青耘
中国”乡村振兴青年公益
主播活动公布 100 强名
单。其中，南通市青年主
播秦楚杰和沈莉荣获优秀
公益主播。

（10月10日本报2版）

有别于普通商业直播
的单纯逐利性，公益直播仿
佛是一股清澈的溪流，在众
多商家内卷厮杀、铜臭弥漫
的直播间战场里，让观众和
消费者们感受到了几分人
间烟火气。而通过公益直
播助力乡村振兴，用积极流
量赋能产业发展，既可以助
推本地农产品乘上电商的

“快车”，还能打通农产品销
售的“最后一公里”，实现现

代互联网信息技术与新时
代乡村振兴的有机融合，也
让我们看到了乡村振兴新
业态、农村治理新效能。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关键在于充分调动各方面
积极性形成强大合力，而让
三农“触网”无疑是不错的
选择之一。将更多村民、农
场主打造成为公益主播，推
动形成比较完整的助农直
播链条，不但可以充分发挥
互联网对乡村振兴的推动
作用，同时“公益主播”新业
态也能有效吸引年轻人回
流农村、反哺家乡，给年轻
人提供了就业创业的平台
与机会。随着人流、物流、
资金流进一步向农村地区
延伸，乡村振兴的潜能就会

被不断激发。
行稳方能致远。除了

培育更多公益主播外，还要
想方设法多管齐下让农产
品“出村进城”。帮助农村农
民把网络入村入户，带领农
民们把路修好，渠道打通，
培训做好；建立适宜网络销
售的各类产品数据库和农
村电商代购、代销网点；积
极引进品牌孵化平台，推动
农产品标准化、品牌化、规
模化建设，着力打造叫得
响、质量优、特色显的地标
性农产品，提升农产品附加
值和品牌价值，赢得直播观
众信任，增强消费者黏性，
提高农产品市场接受度和
复购率等，不断打通网络与
乡村振兴的“最后一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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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论纷纷】

【本期话题】

微
话题

天赋基因检测

近来，天赋基因检测热度
在市场上兴起，一些商家推出
相关服务。然而，记者采访了
解到，部分检验机构涉嫌概念
炒作，扩大基因与天赋的关联
分析。也有专业人士指出，这
是打着高科技噱头的消费陷
阱。你怎么看？

【下期话题】

用责任意识消除安全隐患
□徐剑锋

“原来上桥总有些胆战
心惊，现在新的桥建好了，
不仅好看而且更安全了。”8
日一早，家住崇川区虹桥街
道光明花苑的居民陈燕骑
着电瓶车送娃去上学，途经
光明路上刚刚修建一新的
无名桥时，连连称赞。

（10月10日本报4版）

正所谓“出门有风险，
过桥须谨慎”，由于年久失
修，有的桥面千疮百孔，有
的护栏残缺不全，不少桥
梁已处于“病态”工作中。
一直以来，这种“公共设施
管理悲剧”以不同的方式、
在不同的地点多次上演，

似乎成了桥梁管理中的一
道难题。

消除危桥隐患，责任重
于泰山。现实的情况是，危
桥改建难是不争的事实，这
中间固然有资金不足的问
题，但根本上还是民本意识
不强。

危桥问题拖不得，修桥
工作等不起，毕竟慢一天就
多一分危险。为了让群众
过桥时不再提心吊胆，加大
危桥改造力度已是迫在眉
睫。一方面要对桥梁进行
全面“体检”并建立档案，另
一方面要按照百年标准夯
实基础、提标提质，尤其要
走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的怪圈。
及时整修桥梁固然重

要 ，但 护 桥 养 桥 更 为 重
要 。 要 从 源 头 解 决 桥 梁

“早衰”问题，关键是要治
理好超载超限这个“老大
难”问题。否则，桥面修得
再“漂亮”，也经不起超重超
载车辆的持续碾压和反复
折腾。由此来讲，加强对桥
梁的监管，任何时候都不能
放松和缺位。管好桥梁难
度大吗？非也。无非就是

“认真”二字——有关部门
要认真地将管理责任制落
到实处，使每个环节都有
专管之人、每个人都有专管
之责。

表面来看，这是一笔“亏
本买卖”，但景区算的是“大
账”“长远账”，通过“一元午
餐”活动，赢得了广大游客的
好评，有助于塑造良好景区形
象，让景区在游客好感度、景
区亲和度等方面加分。这算
的不是“经济账”，而是“人心
账”。服务好了游客，让更多
游客蜂拥而至，才能实现景区
与游客的“共赢”。

——燕赵晚报：《景区“一
元午餐”算的是“长远账”》

理性观之，“宇宙的尽头
是带货”多是一种调侃，认真
就输了。从个体层面来看，

“一夜暴富”“迅速走红”的故
事固然令人羡慕，但复制的概
率并不算大。据业内人士分
析，主播中能成功的，既有勤
勤恳恳工作的成分，也不乏运
气、时机等多种因素。从整体
来看，内部分化大，发展变化
迅猛正是主播等新就业群体的
显著特征，也就是说在这个复
杂多元的阶层内部，大家的收
入水平、社会地位、工作环境和
条件、职业安全和稳定性本就
参差不齐，不应被忽略。

——南方日报：《辩证看
待“宇宙的尽头是带货”》

@望花 从 科 学 角 度 分
析，这种检测并不靠谱。故
而，一些基因检测商家的做法
本身就与科学精神背道而驰。

@许华凌 对于不靠谱的
天赋基因检测，要依规依法予
以整治，以切实保护消费者的
合法权益。

旅游蹭住急诊室

旅游蹭住又被玩出“新高
度”！近日，一博主发帖称，旅
游订不到房间，可以到医院急
诊室挂号留宿。他强调，三甲
医院等大医院就是五星级酒
店，有贴心的服务，还有舒服
的躺椅。你怎么看？

防范老人走失

2日中午11时许，海安市
城北派出所民警在巡逻时发现
一名老人站在路边，神情恍惚，
身边无人陪伴，此时路口车来
车往，老人处境十分危险。见
此情况，民警立即赶到老人身
边，先将老人搀扶至路边安全
处，随后耐心询问老人的家庭
住址和家人联系方式。

（10月10日本报6版）

多重守护降低风险
□刘予涵

由寻找走失老人，不免引
出另一个话题——如何预防老
人走失。笔者以为，家人首先
要承担起第一责任，平时要多
关注老人的健康和心理状况，
给老人创造一个和谐愉悦的家
庭氛围。老人外出时要尽量陪
伴，不妨在老人身上放一张联
系卡片，或者为老人配备防走
失手环、胸章等定位设备，这
样，万一发生走失，路人也能够
第一时间帮助联系家人。

此外，还需要全社会的关
心。比如，当我们在街上看到
疑似走失的老人时，伸出援手
帮一把，就可能帮助迷路老人
安全回家。同时，职能部门和
基层社区也要重视这一问题，
完善养老体系，采取必要的措
施，尽可能让每一位空巢老人、
独居老人都能得到照料，从而
减少老人走失的风险。

用“神器”对付走失
□邓为民

对于如何预防老人走失，
不少人想出了一些土办法。比
如，给老人口袋里放个联系卡
片，或是给老人胸前戴上个联
系牌等。但是，这些办法也有
一些缺陷，如口袋里的卡片很
容易被弄丢，或时间长了，字迹
模糊，纸质或塑料的联系牌戴
在胸前，也不雅观。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日
本为了让老人在走失时尽快获
得帮助，推出了一个名为“生命
吊坠”的项坠。当老人走失或
发生意外时，前来帮助的人或
急救人员能用手机扫描项坠上
的二维码，立刻就能获得老人
的姓名、家庭住址、联络人的电
话，以及老人的血型、过敏史、
患有哪些疾病等信息，为及时
送回老人和抢救节省了宝贵的
时间。

类似“生命吊坠”这样的
“神器”，对应对老人走失都很
有帮助，儿女们不妨给高龄父
母尽快“武装”起来。当然，作
为子女来说，对失智老人还是
要仔细看护，老人想外出时，身
边要有个陪护人，这样就能减
少老人走失的概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