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弓身曲背，右拳深抵额头，今年长春市将法国罗丹博物馆翻制认

证的《思想者》从雕塑公园“请”到了闹市——长春市文化广场，大人

和孩子们都喜欢驻足于前，仔细看上一看。这正是长春市要求“雕塑

要走进街道，走进广场，走进社区，融入市民生活”的生动展现。

人们对于艺术的热情需要激发，更需要落地。犹记故宫博物院

举办“石渠宝笈特展”时的 8000 人长队，观看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

现场直播的数亿观众，他们脸上绽放的正是一个民族最美的文化表

情。百闻不如一见，文化薪火相传更需感同身受。让博物馆里的华

美文物、远古文明展上的神秘符号，走出橱窗，融入当代生活，日益成

为人们的期盼。

文化艺术不是盆景，它的生命诞生并成长于广袤田野；文化艺术

无需深敛密藏，它的真谛是开放包容，在群众目光凝视中实现艺术价

值和魅力。而更为深厚的群众基础，又恰是艺术进一步发展的强劲

动力。

让生活绽放“文化表情”

孟海鹰

“ 乒 乓 球 给 我 带 来 的 最 大 变 化 是 自

信。”走下里约残奥会的领奖台，中国运动

员冯攀峰这样说。

“我们的运动员都很爱笑。参与体育，

对他们最根本的影响体现在心态上。”中国

残奥游泳队教练张鸿鹄说。

生活中，残疾人是有着特殊困难的弱

势群体。残奥赛场上，运动员则展示了他

们不畏命运磨难的强者风范。如果说，奥

运会上顶尖选手的表现是去触碰人类运动

的极限，那么，残奥会更像是一次人类精神

的冲顶。两个赛场都给观众带来强烈的震

撼，后者的价值更在于：即便行动受限的身

体也可以去证明自我存在的意义。而这样

的鼓舞，其实适用于所有人。

里 约 奥 林 匹 克 公 园 设 有 一 处 残 疾 人

体育体验区。参与者需要坐在轮椅上投

篮、坐在地上打排球，或者戴上眼罩，用一

根牵引环和同伴的手腕相连，在黑暗中奔

跑。体会了残疾人参与体育所经历的特

殊困难，再将眼光投向残奥赛场，更会为

残疾人运动员突破身体障碍的生命力量

所打动。

残疾人怎样看待生活与世界，健全人

又怎样看待残疾人？残奥赛场上，这样的

双向问答一刻不停地在进行。每一个站上

残奥舞台的运动员都是胜利者，他们最大

的对手始终是自己，突破自我并不一定意

味着我比你强，而是，我也能行。

某种意义上，体育提供了一个平等的

视角，让残疾人与健全人可以坦然相对。

而参与体育运动也不止于促进身体和心灵

的 康 复 ，更 像 是 残 疾 人 对 生 活 的 一 种 回

答。这种回答，需要健全人的理解与共鸣，

以及建立在平等视角上的帮助。

的确，心灵的平视决定着健全人与残

疾人之间到底该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彼此

交流。北京奥运会火炬手、轮椅击剑运动

员金晶曾说，人们对残疾人的印象，不是

“太高”，就是“太低”——残疾人运动员就

像是“超人”，他们的故事令人惊叹；但残

疾人作为一个群体，由于身体上的障碍，

又难免让人们在生活中投来五味杂陈的

眼光。“其实，残疾人最需要的是心理上的

平等对待。”

心灵的平视，并不意味着健全人可以

无视残疾人的特殊困难。相反，建立在尊

重和理解基础上的帮助，是促进残疾人与

健全人彼此融合的社会基础。

有这样的感慨：在一座城市的街头遇

到残疾人的几率，某种程度上标注着城市

的文明程度。能否为残疾人提供足够顺畅

地参与公共生活的无障碍设施，体现着一

座 城 市 的 爱 心 与 包 容 。 这 就 像“ 木 桶 理

论”——残疾人并不因为身体的残缺成为

人群中的短板；相反，对残疾人的了解、尊

重、关爱，这块“木板”的高度，决定着一座

城市向所有人都张开温暖怀抱的深度。

从这个角度看，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

生活的过程中，身体的障碍可以通过各种

硬件设施得以克服。而心灵的障碍，则需

要残疾人和健全人共同努力才能消弭。因

为，这种障碍可能来自残疾人对自身能力

缺乏信心，也可能来自健全人对他们的认

识局限于表面。

残 奥 会 就 是 让 更 多 人 深 入 了 解 残 疾

人精神世界的一个契机。盲人跑者的全

速冲刺、独臂泳将的奋力击水、轮椅球员

的 左 右 挥 拍 …… 残 疾 人 运 动 员 用 自 己 的

努力向人们证明，即便身体有着障碍，也

不意味着生活没有光彩，更不意味着对社

会无所作为。

我国有 8500 万残疾人，约占总人口比

例的 6.21%，尽可能地提供条件，鼓励他们

参与体育运动，是克服残疾人与健全人之

间“心灵障碍”的一种有效途径。而从无障

碍的赛场到无障碍的城市，心灵的平视，更

是开启残健融合之路的一把珍贵钥匙。

用精神突破身体障碍
薛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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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临近，一些号称“纯手工、无添加”的“私房月饼”，在互联网

上受到热捧。然而，有媒体报道，将网购的 4 种不同的自制月饼送

检，有 2 种检出了甜蜜素，且产品包装上均未有配料表、生产日期和

保质期。日前，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下发通知，要求加强餐饮

服务单位以及超市等食品经营者自制月饼等自制食品监管，确保加

工制作的食品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要求。

不少“私房月饼”，往往被贴上“私人订制”的标签，给人以绿色、

安全、高大上的感觉，同时还打着情怀的旗号，散发着传统的气息，在

日益讲究食品质量和安全的当下，确实对消费者有着不小的吸引

力。然而，不论月饼是否真的是“私房”，都有令人担忧处。且不说，

市场上存在以次充好、以假乱真的乱象，即便真是手工制作，产品原

料、生产资质、制作过程等是否符合国家标准规范，也同样存在疑

问。如此，“舌尖上的安全”怎能保证？

互联网改变的只是产品的形态，却不改变质量的底色。说到底，

“私房月饼”，不能游离在监管之外。相关监管部门，也需要“跟上

趟”，让互联网上的“问题月饼”无所遁形。

靠监管防范“问题月饼”

范佳富

身体的障碍可以通过各种硬件设施得以克服；而心灵的障碍，则
需要残疾人和健全人共同努力才能消弭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公报》发

表后，世界各大媒体对凝聚各国领袖集体智

慧的“杭州共识”，好评如潮。对比《公报》文

本和此前习近平主席的开幕词、闭幕词，我

们不难发现，我国领导人历来主张、推广的

核心理念，诸如加强政策协调、创新增长方

式、改革金融治理、包容和联动式发展等，通

过峰会实现了全球性的“知识再生产”，并在

国际社会的积极响应中成为未来全球治理

的主音调。

聚焦当下，世界经济增长脆弱、科技革命

日新月异，新机遇、新挑战层出不穷。对此，

“中国药方”能否在保持其传统药理、中国特

色的前提下，与时俱进地为新时代的新难题

提供创造性的解决方案？“杭州共识”的新内

涵、新重点是否反映出当下全球治理的新特

点、新趋势？

纵观《公报》及三个附件，毫无疑问，“发

展”“增长”是第一高频词，其中又以“可持续

发展”见长。可见，它们的存在不仅鲜明地凸

显出峰会的主题，更展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

大国在擘画战略时的长期性与前瞻性——只

有“可持续”的发展才是真正能够造福于民、

惠及子孙的好模式。

通往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和经济增长的

总目标，“杭州共识”给出的手段是“创新”。

“我们认识到，无论对各国而言，还是对全球

而言，创新都是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动力之

一。我们致力于以创新为重要抓手，挖掘各

国和世界经济增长新引擎，以解决近期疲弱

增长的根本原因。”哪些领域需要创新呢？从

科技到贸易、金融、投融资、货币财政等政策，

从农业、工业、能源、服务到创业、新工业革

命、知识、教育，乃至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在

“杭州共识”的语境中，创新已经作为全球经

济发展的主引擎。

那么，各国如何行动以实现创新？《公报》

提出了内外兼顾、标本兼治的良方。就各国

国内改革而言，关键词在于加强“改革”、实现

“转型”。就各国对外关系而言，《公报》强调

改革国际关系、促进国际合作。“合作”“协调”“分享”“一致”“参与”等

习近平主席所长期力推的中国理念，已经从高频词转化成国际社会

的共识。

不同于往届峰会，无论是习近平主席的致辞还是《公报》的内

容，本次峰会都体现了对执行力的诉求。习主席提出“知行合一、

务实行动”的倡议，“我们应该让二十国集团成为行动队，而不是清

谈馆。”与之相呼应的是，四份核心文件中出现关键词“行动”122
次，且多次强调要通过规则、制度、体制、机制的作用来保障执行

力。如果说此前的 G20 给世界各国、主要经济体提供一个开诚布

公、平等协商的平台，那么在习主席“行动队”的倡议下，《公报》所

体现出的高度务实精神以及远胜前人的执行力，标志着 G20 又朝

前迈出一大步。

在中国的推动下，未来全球经济治理的大趋势不仅将向着创新、

开放、包容的方向发展，而且治理的效能将大为提高。有理由预期，

G20 峰会或将衍生出自己的常设机构，以更高的执行力、推动力，助

力全球经济复苏以及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变革。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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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全球经济治理的大
趋势不仅将向着创新、开放、
包容的方向发展，而且治理的
效能将大为提高

高中时，家里楼下是个生猪屠宰场，作

业者多是来自大山中的苗民，安静的白天，

他们会围坐在一起，吟唱家乡的歌谣。现

在，屠宰场早已拆除，取而代之的六车道公

路上，车辆呼啸而过。但有时却会觉得，当

年听到的那些忧伤曲调，可能才是这片土

地隐没的心曲。

想起这个，是因为这段时间上映的两

部有些小众的电影——《路边野餐》和《长

江图》。这两部被归类为“文艺片”的电影，

虽然风格、主题都不尽相同，却有着内在的

相似之处。它们诉说的，都是发生在平凡

山川中的故事；它们探听的，都是一个地

方、一条河流之上，人们特殊的文化想象与

生命体验。

这 不 一 定 是 我 们 熟 悉 的 中 国 。《路 边

野餐》中，黔东南青绿的山水之间，医生陈

升迷失于过去与现在、此处与彼处、自我

与 他 者 之 间 ，英 文 片 名《Kaili Blues》直 译

就是“凯里蓝调”；《长江图》以颗粒感十足

的 胶 片 摄 影 ，晕 染 出 江 水 茫 茫 的 水 墨 意

境，江上行舟的男人与江边溯流的女子负

载着大江的爱恨。着眼于人的精神与环

境的互动，在土地与河流之上描绘人类心

灵的图景，可以说，“地域”才是这两部片

真正的主角。

其实，世界影坛很多成功的电影人，都

是站立在自己的土地之上。塔尔科夫斯基

离不开辽阔厚重的俄罗斯大地，安哲罗普

洛斯永远凝视着水雾氤氲的希腊半岛；阿

彼察邦和索拉纳斯，一个沉醉于表现泰国

充满迷幻色彩的丛林，一个致力于描绘南

美充满魔幻色彩的城镇。而回溯中国电

影 史 ，从 早 期 讲 述 衰 败 小 城 隐 忍 情 感 的

《小城之春》，到上世纪第五代导演的《红

高粱》《黄土地》，也都将镜头对准了土地

和人们。

无论评价如何，这两部电影的出现，都

让人看到，除了车水马龙的都市、香腮云鬓

的明星、潇洒飘逸的武术，这片土地、这种

文化、这些人们，还有更加多样的生存方

式、生活状态与精神世界，值得去守望、去

发现、去描摹。中国那么大，山川河流、城

镇乡村，都驻守着自己的精灵。在大西南

的城镇市集上听过苗族人的歌谣，在长江

边看过岸边淤泥里干渴而死的鱼，在沂蒙

山区蜿蜒的山路上闻过苹果成熟的气息，

就更能够理解一片土地，以及这片土地上

所有的生老病死、歌哭诗行。

那些靠琳琅满目的时装、靠精致细腻

的明星、靠奇幻瑰丽的特效堆砌而成的大

片，自然有其存在的商业价值。但是，再多

的符号也终究掩饰不住内里的贫乏，“空口

袋立不起来”。我们都说“文化”，但文化是

什么？文化不过是理解人生、观察世界、孕

育情感的方式而已。文化来自于哪儿？从

时间层面看，来自于历史；从空间层面看，

来自于土地。而时空的交汇处，站立的是

人。生长于文化的电影，或可更多思考何

所从来的问题，在广袤的大地追寻精神的

原乡。

我们的电影，或者更多文艺作品，唯有

召唤出属于这块土地的精灵，才能找到自

己的肌理与脉络，获得属于自己的气质与

风格。

在广袤大地追寻精神原乡
张 铁

■评论员随笔R

我们的电影，或者更多文艺作品，唯有召唤出属于这块土地的精
灵，才能找到自己的肌理与脉络，获得属于自己的气质与风格

前不久，听一位领导同志讲过这样一句

话：“现在很多事故是等出来的。事前视而

不见，事后教训总结得一套又一套，这很危

险！”此言实在令人深省。

据有关方面统计，今年 1 月至 6 月，全国

发生各类事故 2.35 万起、死亡 1.41 万人。其

中，有些事故的发生有不可抗拒的因素，如

自然灾害、偶发因素等；但也有“等”的思维

方式导致的：这个不归我管，我操这个闲心

干啥？正因为一些人“不操这个闲心”，接二

连三的事故反而让上上下下操碎了心。

苏轼在《晁错论》中有这样一句名言：

“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

从哲学上讲，事故是事物内部矛盾运动的结

果，防范各类事故的发生，很大程度上是要

通过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运用规律与矛

盾，防早、防小、防严，真正做到未雨绸缪，消

患于未萌。

确保安全是个系统工程，涉及到人、环

境、制度、管理等诸多因素，只有人人负起责

来，不忽视每一个细微环节，不放过每一个

细小的漏洞，不留下任何一个死角，才能使

各类事故防患于未然。如果抱着一种“不归

我管，不操闲心”的心态，那么类似事故的再

发生在所难免。有些安全领域的问题，如果

出了“万一”，就没有“一万”。等出来的事故

之所以最危险，原因与道理就在这里。

等出来的事故，背后是一些人责任心的

缺失，不想做事，不愿担责，整天无精打采，

敷衍了事，眼睁睁地看着甚至坐等出事，干

事创业的责任心连“炸雷都打不醒”。

究其原因，大凡有几种心态：一是明哲

保身，狭窄地理解职责边界，认为只要不是

自己分管的事情，就一毛钱关系也没有，出

了事也追责不到自己头上；二是多一事不如

少一事，认为管事越多出事越多、风险越多，

弄不好还会被人误解为出风头、抢地盘、捞

资本，不做事对自己才是最大的安全；三是

不贪就是好官，把守规矩和干事创业对立起

来，干脆“不吃、不拿，也不干了”，至于干与

不干，干多干少，是无关紧要的。

解决“坐等”的心态，需要综合施策、标

本兼治，其中最重要的是解决精神境界的问

题。一个党员干部能够“平时看得出、关键

时刻站得出、危难关头豁得出”，主要在于不

断锤炼自己的思想品德，提升自己的精神境

界。因此，党员干部不仅要始终进入状态，

在其位、谋其政，种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而且要有抱负、敢担当，关注那些与自己看

似没有直接关系，却与党、国家、社会和人民

休戚相关的事情。

这是区别一名干部是“立党为公”还是“当

官为己”的分水岭。为此，党员干部本人必须

不断加强思想修炼，各级组织在党员干部的培

养教育、配备使用、评优奖励等方面，要把握好

“标杆”与“底线”的关系，真正树立正确的导

向。唯有如此，才能让那些“等”的党员干部等

不下去，让“干”的干部能够干得上来。

古人说：“以天下之目视，则无不见也；

以天下之耳听，则无不闻也；以天下之心虑，

则无不知也。”“不操这个闲心”者，也当有此

境界。

“坐等”心态最危险
顾伯冲

近期，许多读者询问 2015 年“人民论

坛”“人民时评”“人民观点”专栏文章结集

——《人民日报评论年编 2015》（附光盘）等

书的购买事宜。有需要此书和《人民日报

任仲平 80 篇》《政论中国 2015——人民日

报评说党和国家重大举措》《人民日报理论

著述年编 2015》《人民日报国际评论选编

2015》和《大国之声：人民日报国际评论“钟

声”2015》等书的读者，请直接与人民日报

出 版 社 联 系 ，电 话 为（010）65369530、
65363527。

致读者 随着脱贫攻坚的深入推进，产业扶贫

成为迈向“可持续扶贫”的首选。然而，据

调查，一些地方在落实产业扶贫的时候，由

于缺乏深入调查，出现产业发展过于随意、

缺乏深加工产业链配套、贫困户参与度低

等问题。这正是：

都知扶贫事，

产业要先行。

画虎仍走样，

图名不关情。

勾 犇图 亦 多文

王鹏
矩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