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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资源是红色文化的载体。我们英雄之城安
庆，红色资源众多，以历史遗址、纪念地、烈士陵园、
红色故居等多种类型，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文化
内涵。作为党的创始人之一陈独秀与陈延年、陈乔
年烈士父子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此次我市以“戏”为
媒，以大型原创黄梅戏《延年和乔年》的成功首演，也
让红色文化“破圈”出彩。

作为深植于安庆文化土壤里的故事，黄梅戏《延
年和乔年》以深沉而炽热的情感，讲述了陈延年、陈
乔年两兄弟与父亲陈独秀之间交织着亲情、信仰与
革命理想的感人故事，以独具魅力黄梅戏艺术的创
新形式，让历史说话，让“史识”入心，成为践行初心
使命的生动教材，也体现出以时代精神激活黄梅戏
传统文化生命力的实践路径。

从“非遗”到“顶流”再到“破圈”，黄梅戏《延年和
乔年》的演出成功，离不开创作者和演员对黄梅戏优
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不断探索
和倾力打造。在科技融合、叙事重构、人才培养等创
新举措的推动下，也使黄梅戏艺术持续焕发出新的
活力，走进了更多年轻人的视野。

面对时代的发展，我们如何进一步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以“戏”为媒让红色文化“破圈”出彩，丰富人
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从中汲取昂扬奋进、团结拼搏的精
神动力？黄梅戏《延年和乔年》为我们提供了答案。

值得一提的是，该剧保留了黄梅戏独特的唱腔
和表演风格等精髓，在内容上进行了创新，艺术再现
了革命先烈延年“站着死”的傲骨、乔年“劈荆棘”的
誓言，让观众全方位、近距离的感受戏曲艺术的魅力
和革命先烈的伟大精神。同时，为适应年轻观众更
偏爱感官刺激与沉浸式体验，黄梅戏《延年和乔年》
在表演艺术形式也进行了创新。将音乐剧、话剧等
多种舞台艺术表现元素融入其中，运用多媒体画面
来拓展舞台的深度与广度，满足了年轻观众的审美
需求，也使得这部剧更具现代气息和青春活力。

这些时尚元素的注入，对人物内心波澜的渲染
与一些背景的映衬，可谓恰到好处，拉近了戏曲与年
轻人之间的距离，使之更利于展现延年和乔年的精
神面貌，还在守正创新中让红色文化“破圈”出彩，彰
显出民族文化的自信，也增进了大众对黄梅戏艺术
文化的自豪感、认同感和参与感。

当然，为精益求精，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我们
还要继续用心用情打磨《延年和乔年》剧目，把每一

段故事讲述好、把每一个人物塑造好、把每一个细节
把握好，切实增强作品表现力与感染力，使之成为叫
得响、立得住、传得开、留得下的舞台艺术精品，扩大
陈延年和陈乔年英烈等故事的流传度和影响力。

红色文化是一个地方的红色名片，在传播城市
形象方面有着巨大的流量效应，承载着不可替代的
人文价值，时代的发展需要英烈精神滋养。今天，战
火硝烟虽退，但前进道路上依然有风高浪急甚至惊
涛骇浪的风险挑战，依然会有各种“娄山关”“腊子
口”等难关险要需要我们去跨越。我们要把红色资
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
要以“戏”为媒，让红色文化“破圈”出彩。

红色文化也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
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
的重要精神纽带，为我们的文学与戏曲艺术等创作，
提供了丰富的素材。黄梅戏《延年和乔年》的演出成
功，为我们以“戏”为媒让红色文化“破圈”出彩，让爱
国主义成为我们的坚定信念和精神依靠提供了借
鉴。我们有信心期待，在未来，会有更多优秀的红色
文化戏曲作品不断地涌现，成为激励我们在新长征
路上砥砺前行的强大精神动力。

以“戏”为媒让红色文化“破圈”出彩
□ 特约评论员 潘天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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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画中有话

5月 9日下午，由再芬
黄梅戏艺术剧院精心创排
的大型原创黄梅戏《延年和
乔年》在市黄梅戏艺术剧院
首演。有关戏曲专家及700
余名学生共同观看了演
出。演出结束后，市委书记
张祥安看望了主创团队和
演职人员。（《安庆日报》5月
10日）

作为养宠人群的主力军，年轻人的“萌宠”，带动
了宠物经济的蓬勃发展，而“一沾‘宠’字，什么都贵”
之下，许多年轻人“近一半工资花在宠物上”。这也催
生了一个“千亿市场”，围绕萌宠的生老病死搭起了一
条巨大的产业链。

年轻人萌宠，据称是因为，“空巢青年”“单身主
义”“丁克一族”……越来越多的青年情感缺口开始由
萌宠来弥合。但这也并不尽然，比如不少年轻人喜爱
饲养“另类”宠物，而且越是具有攻击性，不易驯养、容
易伤人的“另类”宠物，越“萌宠”。这种冷血的攻击性
的宠物，如何“寄托”感情？实际上，如此萌宠，只是作
为凸显自己所谓“个性”的标志。

萌宠也可以说是动物保护意识的“觉醒”。但如
果说这是善待乃至关爱动物，那么带动宠物经济“蓬
勃发展”到了“一沾‘宠’字，什么都贵”的程度，显然并
不正常。其实，除非处于濒危之中，无论哪种动物，都
具有自己的生存能力，并不需要人们特殊的娇宠和感
情投入，这本来就是自然界的生存法则，也是人与动
物的和谐相处之道，另一方面，动物有自己的生老病
死规律，也非人的意志所能改变。

现在，人们与宠物的过于亲密，乃至当成全部感
情的寄托，其实并不能全部理解成关爱动物。

值得引起关注的是，如今不少年轻人与猫狗等宠
物之间的关系，已然到了畸形的地步，乃至把宠物置
于自己生活中不恰当的位置，“一沾‘宠’字，什么都
贵”的“萌宠”，不仅过分，也不应该，比如，一个年轻
人，如此“萌宠”开销，自己又该如何生活。

且不说年轻人应该有自己远大的追求，而精力时
间总是有限的，实际上，即便“萌宠”，其终极意义也在
于对人类自身给予更多的人文关怀。现在“一沾‘宠’
字，什么都贵”的“萌宠”，显然已是病态，如此“萌宠”

“主力军”，恐怕也不能任其“野蛮生长”。

年轻人成了“养宠”

“主力军”值得关注
□ 钱夙伟

年轻人已成为养宠
“主力军”。《2025年中国
宠物行业白皮书》显示，在

养宠人群中，90后宠主占比为41.2%，00后宠
主持续攀升，占比为25.6%。有评论表示，宠
物是年轻人的“心灵抚慰员”，也有人说，现在
年轻人对宠物的态度从“拟人化”向“宠物本
位”转变。（5月19日《中国青年报》）

你是否有过这样的体验？与智能客服
沟通，不是重复提问，就是答非所问；一顿操
作转人工，电话里总是传来“人工座席忙”；
好不容易接通，提示还需再排队……在一些
消费领域，智能客服不智能、转人工难等问
题普遍存在，大大降低了沟通效率，给消费
者带来糟糕的体验。相关话题也再次登上
热搜榜，引发热议。

(据5月15日 人民日报 报道）

转人工客服，怎么这么难？

漫画/王铎

历届象山县委县政府坚持在“寒碜”的大院办
公，体现了朴实节俭之风。近年来，出于“改变形象”

“改善投资环境”等考虑，一些地方政府的办公大楼
越修越豪华气派，不但大楼要高、设施要精、装潢要
美，就连配套的绿地、广场也要求跟上潮流，其形象
虽高大上，离群众却越来越远，而且浪费了大量公共
财政，加重了群众负担，助长了奢华享乐的不良风
气，损害了政府公信力。象山县委县政府的做法与
上述行为形成鲜明对比，有网友如此说，这个县委县
政府办公楼，恐怕还不如某些乡镇的办公楼气派。

“寒碜”至此，是因为缺钱吗？实际上，据报道，
该县2024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942.99亿元，财政总
收入116.4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5293元，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6453元，城乡居民收入倍
差1.62：1，共同富裕获得感持续增强。那么该县为
何不追“大兴土木”风？其宣传部一工作人员或许道
出了真相：门面虽旧，但房屋一直能用。其言外之意
大概是“能用就好”。有网友因此赞曰“斯是陋室，惟
吾德馨”“门面虽旧，却比那些高楼大厦更耀眼”。

政府办公大楼就该回归“能用就好”等本真状
态。很多事实已表明，“形象工程”总会坏形象，追求
面子就会失去里子。中央早就明确要求各级政府必

须真正过紧日子。这种要求不仅适用于有钱的地方，
而且适用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方。政府办公费
用花的都是纳税人的钱，有限的财力就应用在“刀刃”
上，优先解决民生问题。一些地方即使有钱，也应急
百姓之所急、想百姓之所想、解百姓之忧。政府形象
不在办公大楼的豪华与简陋，而在于民心向背。象山
县委县政府宁可挤在千岁高龄的老楼办公，也要把财
政资金持续向民生倾斜，这才是最好的形象。

形象再好，不如为民一利。象山县委县政府大
院是一面镜子，那些变着花样修建楼堂馆所的地
方，应比照象山县，看一看自己究竟丢掉了什么，量
一量自己与人民群众的距离，想方设法让干部和群
众走得更近、贴得更紧。

这处建筑的质量也是一面镜子。据报道，象山
自立县以来，县衙（县府）大院经过战乱和天灾，但
历朝未动，至今仍是当年旧址，距今已有1300多年
历史。可见当时的县衙（县府）大院建造者如果没
有严格的施工标准和监管机制，如果不运用精湛工
艺与坚固材料，不注重细节和用心，此处建筑也就
没有使用至今的可能。当今的政府楼堂馆所等工
程，都应严把工程质量关、安全关，努力建设经得起
历史检验的“百年工程”“千年工程”。

值得称赞的“寒酸”
□ 何勇海

近日，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
“寒碜”的县委县政府在网络上引
发关注。照片中，象山县的县委
县政府显得简陋狭小，与现今常
见的高楼林立的城市景象形成鲜
明对比。5月15日，象山县委宣
传部一工作人员表示，门面虽旧，
但房屋一直能用，也没有漏水等
问题，可以满足正常的办公标准，
院内还有一个省级保护文物“淳
熙井”。象山县曾在2024年度全
国综合实力百强县市榜单中，位
居全国第53位，成功入选“2024
年中小城市优秀案例”。（5月16
日《新京报》）

■不靠谱的“堵漏”：成本
每斤2块卖200

居家过日子，厨房、卫生间发生
漏水维修起来非常麻烦，经常需要砸
墙、砸瓷砖。不过，最近号称有一种
新技术，不用砸墙砸砖，仅需灌注一
种“胶水”，两三个小时就能解决漏
水问题。这对咱消费者来说可算是
个好消息，然而最近频繁有消费者
投诉，说因为用了免砸墙补漏技术，
漏没补好，反而出现了很多意料之
外的问题。（5月10日 央视新闻）

微评：居家漏水本已令人头
疼，而打着“高科技免砸墙”旗号的
补漏骗局更让消费者雪上加霜。
央视曝光的这起全国性诈骗案件，
撕开了家装维修市场暗藏的黑色
产业链，也暴露出消费者在信息不
对称下的多重困境。

这些所谓的“防水专家”以“低
价诱饵+天价结算”的套路步步紧
逼，成本2元的胶水标价200元，单
笔维修收费动辄上万，却连胶水成
分都说不清，这种赤裸裸的欺诈行
为，不仅损害消费者财产权益，更可
能因违规操作埋下建筑安全隐患。

相关平台对入驻商家资质审核
形同虚设，评分造假、资质不全的

“游击队”轻易获得流量推荐。当消
费者维权时，平台又以“信息中介”
为由推卸责任。这种“只管收钱，不
管售后”的运营模式，实质上为诈骗
分子提供了精准获客渠道。

要遏制此类骗局蔓延，需构建
多方联动的治理体系。平台应当
建立防水施工企业“白名单”，对材
料来源、施工资质进行实质审查；
监管部门可建立家装维修服务标
准，推行持证上岗制度；消费者更
要破除“图省事”心理，对不熟悉的

“黑科技”保持警惕——多花半小
时查验资质、签订合同，大概率能
避免落入精心设计的消费陷阱。

■国宝归来！子弹库帛
书二、三卷抵达北京

5月18日凌晨3时55分，迄今发
现的中国最早的帛书——子弹库帛
书第二、三卷，结束在美国的79载
漂泊，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终于
回到祖国！（5月18日 央视新闻）

微评：作为目前已知唯一的战
国帛书，子弹库帛书的价值堪称无
可替代。其900余字的内容涵盖四
时月令、五行思想、军事攻守等古
老智慧，是研究中国古文字、天文
历法、哲学思想的“活化石”。

历经近八十年漂泊，承载着中
华文明密码的子弹库帛书第二、三
卷终于回到祖国怀抱。当这卷战国
时期的丝绸文献在凌晨抵达北京
时，它不仅是一件文物的物理回归，
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一
次民族复兴征程中的文化觉醒。

当《五行令》里的月令图重新在
故乡的星空下展现，当《攻守占》里的
兵法智慧再次沐浴着华夏的风雨
……帛书默默无声，却比千言万语都
更有力量——它在提醒着我们，文物
的流转，常常伴随着文明话语权的争
斗，那些曾经因贫弱而离散的文化瑰
宝，正随着民族复兴的步伐，堂堂正
正地踏上归途。 何飞 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