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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方有远方的美，身边也有很
多值得挖掘的美。无论下班还是
周末，一个人还是三五好友，可以
随时随地说走就走，来一场“城市
漫步”，大家一起走到人群中、走到
街巷中、走到烟火气中，用双脚丈
量安庆别样的美，感受这座国家历
史文化名城座城市独特的气质和
魅力，是一件十分惬意的事情。

“城市漫步”在安庆火热出圈，
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加入，绝非偶
然。一方面，现代城市生活让人倍
感压力，甚至“呼吸沉重”，而代表
慢生活的城市漫步，则提供给人们
节奏调整、缓压纾解的松弛方式，
让他们在喧嚣中回归生活本真，在
平淡中寻找温暖，在温暖中寻求感
触……另一方面，秀美宜居之城安
庆近年来城市建设日新月异，既有
历史文化之美，也有自然生态之
美，还有“更新”蝶变之美，这样的

“宝藏城市”，吸引并值得大家去深
入城市肌理，用寂然无声的脚步声
来印证。

当然，出行与旅游“方式”出
圈，“城市”建设与管理也要出
圈。回应每一位用脚步丈量城市
者，需要每一位城市建设者用巧
心绣花，当好城市建设“绣花匠”，

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度挖掘城
市故事，构建流畅的漫步体验，将
文化底蕴、悠闲气息、生活美学等
搬到街头，人们就能通过徒步旅
行打开城中的“诗与远方”。同
时，持续深化文明创建和城市精
细化管理，让市容市貌整洁有序、
商家经营守法诚信、市民品行淳
朴善良、志愿服务随处可见、文明
之风浸润宜城……如此，在观光客
轻盈的行走中，“漫步”终将会迎来
长红。

让我们都来“城市漫步”吧，用
双脚丈量安庆别样美，并于漫步中
强化对安庆这座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的记忆，从而让城市街区、建筑、
遗迹、故事得到更好保护，让城市
的脉络和文化代代传承。

用双脚丈量安庆别样美
艾才国

约上两三好友，漫步城市街头，看看老建筑，逛逛特色

小店，点一杯咖啡，或是品尝地道的当地小吃……今年，

Citywalk （城市漫步）成为一种时髦词汇和新型生活方式。

而这股“潮流”也很快吹到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安庆。当

你在社交平台上搜索“安庆Citywalk”，就能看到很多路过

安庆的人分享自己的经历与感受。

（《安庆晚报》10月18日）

城市漫步是当下兴起的一种
新型生活方式，已经成为了一种
时尚和潮流。城市漫步不是简单
的游览，而是一种深度探索城市
的方式，通过漫步城市街头，观
察老建筑，逛特色小店，品味
美食，重新认识和感受城市的
魅力。

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安庆以
其悠久的历史、古老的建筑、传统
的文化和美味的小吃而闻名。随
着 Citywalk 的兴起，许多游客开
始规划不同的城市漫步路线，探
索安庆的各个角落。同时，本地
居民也开始重新认识和爱上自己
的城市，成为城市漫步的积极参
与者，分享自己最喜欢的路线和
景点，为城市的发展做出贡献。
这种活动为城市注入了新的活
力，也促使城市文旅资源得到更
好的活化和开发。

Citywalk为安庆带来了新的
机遇。它可以帮助城市吸引更多
年轻游客，提高游客的停留时间

和消费水平。这也为城市的旅游
经济注入了新的动力，有助于城
市的可持续发展。然而，要让
Citywalk充分发挥潜力，仍然需要
一些探索和努力。

首先，需要培育多样性，包括
建筑、店铺、人群和文化。这将吸
引更多的人前来漫步，因为他们
可以发现不同的事物，感受到城
市的多样性。其次，城市可以通
过增设打卡场景，开发文创产品，
提供更多的互动体验，吸引更多
的游客。最后，城市可以利用城
市更新，规划打造各种城市沉浸
式体验产品，将 Citywalk 打造成
为一个独特的旅游IP，吸引更多
人前来参与。

未来，安庆可以进一步发
掘和利用 Citywalk 的潜力，打
造更加吸引人的城市。城市漫
步，让我们重新认识和爱上这
座城市，探索它的独特之处，
也为城市未来发展开辟了新的
道路。

城市漫步仍需更多探索
孙维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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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潜山市积极宣传贯彻
以工代赈各项政策，强化研究部
署，全力抓好以工代赈各项工作，
充分挖掘重点工程项目吸纳当地群
众就业，推动以工代赈工作取得实
效。今年，潜山市实施以工代赈项
目5个，总资金2724万元。目前，
5个项目已开展技能培训10余场，
解决300余人就业。

（《安庆晚报》9月21日）
以工代赈这个词对很多城市居

民来说可能有些陌生，而对于广大
农村劳动者来说，以工代赈则是实

实在在提供家门口务工机会、获得
劳动报酬的好政策。特别是外出务
工暂时遇到困难的情况下，老家的

“以工代赈”项目，让农村劳动者心
里踏实。以余井镇黄岭村人居环境
整治提升项目为例，该项目获得以
工代赈资金 800 余万元，整个工程
发放劳务报酬 260 余万元。村民每
天工作8小时，一天可得280元，确
保了当地农民尤其是低收入群体务
工取酬。

所谓以工代赈，即以务工代替
赈济，是指政府投资建设基础设施
工程，受赈济者参加工程建设获得
劳务报酬，以此取代直接救济的一
种扶持政策。其目的是鼓励引导群
众通过诚实劳动实现增收致富，加

强困难群体就业兜底帮扶，促进共
同富裕。在助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的同时，可直接带动群众在家门口
实现务工增收，使其在照顾家庭的
同时也能鼓起“钱袋子”。

近年来，潜山市积极探索实施
以工代赈新模式，通过统筹好各领
域相关资金，充分发挥政府牵头、
部门联动、群众参与三方作用，建
立多重利益联结机制，切实解决了

“钱从哪里来”“事要怎么干”“利将
如何分”等问题，实现了农村产业
持续兴旺、集体经济持续壮大、群
众收入持续增长等多重效益，有力
地助推了乡村振兴。

“用人工，则贫民自食其力，
以工代赈，莫便於斯；用机器，则

夺小民之利矣。”以工代赈作为一项
特殊的扶持困难群众的政策措施，
在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和发展环
境、提高农村群众工资性收入水
平、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区域
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
作用。抓好以工代赈工作，让脱贫
群众在家门口参与工程建设，不仅
实现就业增收，更为将来的发展创
造更多人力资本和技术积淀，突破
人才和技术的制约瓶颈，实现长远
致富，带动乡村振兴。各地不妨结
合实际，最大限度地释放政策红
利，把以工代赈作为撬动乡村振兴
的“杠杆”，在项目建设中把“工”
用起来，让“赈”发挥出来，为乡
村振兴注入澎湃动力。

以工代赈为乡村振兴添动能
冯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