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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自行车“可进电梯”岂可当卖点

尽管全国各地因违规使用电动车而引发的事故时有
发生，但电动车进电梯、违规充电等现象依然屡禁不止，
为此各地均制定了住宅物业消防安全管理规定，规范电
动车的使用，其中最重要的措施之一就是严禁电动车进
电梯。然而近日有市民发现，部分网络商户无视规定，竟
将电动车“轻便小巧可进电梯”作为销售噱头，误导消费
者。

为了推销电动自行车，竟拿安全隐患当做宣传
“卖点”，该商家的这种做法显然是极不负责的。而作
为电商平台，对部分无良商家的做法，也不能一味纵
容，而应该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加以遏制和惩戒。
否则，一旦有消费者信以为真，引发安全事故，那时就
悔之晚矣。

“国潮”热彰显高度文化自信
今年春节，很多地方掀起了追捧传统民俗的高潮，被网

友称为“国潮奔涌的春节”。央视春晚创意节目《年锦》惊艳
全网，为观众织出一幅跨越千载的纹样变迁图卷；传统头饰

“龙头帽”在春节前后热度飙升，网友纷纷发笔记分享DIY
教程……

“国潮”迅速兴起，源于传统文化与具有优良品质
的国货的时尚结合，让消费者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共鸣
和价值认同。这启示我们，筑牢品牌自信，要在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为传统文化在“潮经济”赛
道的多元表达谋出路、开新局。期待各地抓住发展机
遇，助力更多中国文化品牌推陈出新，让“国潮”持久

“潮”下去。

2月20日上午，“女子吐槽高铁上不售卖卫生巾”引发
网民热议，相关话题阅读量达1亿。有媒体发起投票：你
支持高铁上售卖卫生巾吗？有1.4万人参与投票，1.1万人
表示支持。

“女子吐槽高铁上不售卖卫生巾”之所以能够登
上热搜，背后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当前相当一部分的
列车没有卫生巾售卖，从而给部分有需要的女性乘客
带来了困扰。其实女性希望列车上售卖女性卫生用
品的要求本无可厚非，服务的宗旨就是满足于客户的
需求，旅客有需求，希望铁路部门尽量予以满足。目
前国家铁路局在对卫生巾这类卫生用品上没有明确
规定，希望全国各地铁路局尽快把卫生巾纳入列车商
品销售清单，更好满足消费者的“刚需”。

刘世康 整理点评

希望卫生巾纳入列车商品售卖清单

天天 点观观

□ 侯文雅

小学生寒假即将结束，“作业做完了吗”的问题成为近日
热门话题。一项调查显示，在一些学校布置的作业中，手工类
作业占比越来越多。然而，孩子们完不成或者没有能力完成
的作业，往往变成了家长的“作业”。为应付这一问题，一些家
长选择了“买作业”，电商平台“手工作业半成品”或者寻求代
做服务热销。

手工作业布置的初衷是让家长参与到孩子的学习成长过
程中，促进孩子的沟通、思维和实践能力，同时加强亲子关
系。然而，如今发展到代做服务泛滥的地步，除了由于手工作
业难度过高，超出学生的能力范畴，家长不承担主要作业职责
就难以完成之外，本来强调学生动手参与的作业，却因为获得

“完美”结果，而变为家长代孩子完成作业。还有部分家长认
为手工作业所达到的育人意义模糊，对此类作业不认同，因而
去网上买作业。

手工作业沦为“花钱买作业”，完全背离了素质教育的初
衷，不仅会使孩子逐渐失去独立思考和动手实践的能力，甚至
培养出懒惰和依赖的不良习惯，同时也破坏了教育的公平性。

针对这一现象，我们需要进行双重反思。一方面，市场监
管方面应加强对“手工作业半成品”和“代做”项目的监管，制
定明确规定、强化平台责任以及开展教育宣传与引导等措施
来避免“买作业”现象的发生。加之手工作业代做服务涉及学
生作业的合法性和学术诚信的问题，相关部门应确保其不会
滋生作弊和学术不端行为，并划定界限避免过度商业化对学
生学习的干扰。

另一方面，还应反思作业负担过重的问题。过多的手工
作业给小学生带来了沉重的负担，特别是对于那些无法在学
校内完成作业的学生来说。学校应审慎考虑作业的布置，确
保作业的合理性和可完成性，避免给学生和家长带来过度的
压力。同时，家长也应理性对待作业，不盲目追求作业数量和
难度，而应注重培养孩子的综合素质和兴趣爱好。

在解决这一问题上，需要学校、家长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
力，让作业少点“任务”色彩，多些“玩”的乐趣，真正成为孩子
成长的阶梯而不是绊脚石。同时，也为小学生创造一个健康、
轻松的学习环境，让他们能够全面发展、享受快乐童年。

莫让“手工作业代做”
成为孩子成长的绊脚石热辣滚烫

陕西陇县全力打造专属文化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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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节，各地社火表演频
繁出圈，已然成为一道颇具地域
特色的“文化盛宴”。很多年轻
人也开始参与到民俗社火的展
演中，他们热衷于传承、改进传
统社火，并通过短视频、直播等
新方式传播当地的社火表演，这
种传统文化艺术正在被注入新
的生机与活力。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党柏峰
□ 梁会平

骑着高头大马、手执“青龙偃月刀”的
“关羽”，身材魁梧、怒目圆睁的“张飞”，悬
浮在空中、英气逼人的“杨门女将”……震
天的锣鼓敲起来，古老的社火耍起来，欢快
的秧歌扭起来。每年春节期间，从正月初
二开始，陕西陇县各村就开始陆续装扮社
火，从农村到县城、从白天到夜晚，随处可
见社火走村串户、过街入巷游演的身影。
尤其是每年正月十五元宵节，各村装扮的
社火齐聚县城竞展风采，数十万游客和当
地群众将整个县城围得水泄不通，大街小
巷人山人海，是陇县一年中最热闹的一天，
这一天也被誉为“黄土地上的狂欢节”。

2006年，宝鸡民间社火被列入首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其
中，陇州社火因其色彩浓烈、笔触细腻的脸
谱和原汁原味、丰富多样的表演等，被列为
陕西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如今，社火这项有着悠久历史、寄托着
乡愁的民俗文化艺术，已成为陇县必不可
少的一道“文化大餐”和亮丽招牌，在新时
代焕发出了新的光彩。

薪火相传的古老艺术
陇州社火由来已久，最早可追溯到春

秋时期，距今已有2000余年的历史。
据史料记载，早在汉代，陇县就有每年

正月耍社火的风俗习惯。明清时期，当地
各古庙会戏唱斗台，全县各村社火昼夜不
绝，逐渐形成了村村“赛社火”的风习。

“随着一代代艺人和当地民众的自觉
传承和发扬，陇州社火已发展成具有明确
类别、表现形式和服化道特色的群众性传
统民俗文化艺术娱乐活动。”陇县文化馆馆
长苏黎明说。

陇州社火表演内容多取材于神话、历
史演义和民间传说故事，寄托着人们降妖
驱魔、辟邪镇宅、祈福求祥的美好期盼。

每次社火游演前，陇县天成镇王马咀
村的社火脸谱老艺人王启明都会从一大早
忙到天黑，用手中的画笔，在村民脸上精心

绘制出一个个特色鲜明的脸谱，黑脸包公、
红脸关云长，都是他最拿手的作品。

“红为忠，白为奸，黑为正，黄为残暴，
蓝为草莽，绿为仪侠、恶野，金银为神妖。”
关于社火脸谱的用色，王启明了然于胸。

“事实上，陇州社火是一种集合了戏
剧、音乐、美术、表演等多种艺术形式的古
老民间艺术。”苏黎明说，其戏剧元素体现
在，作为一种哑剧，表演者主要依靠动作和
表情来展现故事情节，观众通过社火脸谱
来解读人物性格；其音乐元素体现在，在表
演过程中，表演者必须按照锣、鼓、镲等民
间乐器的韵律节奏，相互配合，完成表演内
容；其美术元素主要体现在，设色、图案、布
局等方面完全不同社火脸谱上。

春节里的全民狂欢
扮社火、接社火、看社火，全民参与“闹

社火”，是陇县百姓每年春节期间最红火热
闹的娱乐活动。

“陇州社火，可以说是春节里的全民狂
欢，因为社火表演男女老少皆宜，且因其走
村串户的表演特性，而具有广泛的群众参
与性。”陇县城关镇小沟村社火会会长王斌
说，每年正月，一听说村上要耍社火，大人
小孩热情都很高，纷纷主动要求参与。

今年春节期间，陇县各村从正月初二
就开始装扮，参加表演的人每天从凌晨3
点多便起床画脸谱、穿衣服，晚上表演结束
收拾完已是半夜，但是大家谁也不喊累。
相反，谁家人要是被选中参加表演，便觉得
是件极其光荣的事情。正月初五是陇县曹

家湾镇三里营村火星殿社火会今年第一次
装扮游演，村里人约好：社火队到每户村民
家中巡演两圈。

站在自家门口，看着越来越近的队伍，
三里营村村民李晓霞终于看清了表演阵
仗：走在最前面的是黑花脸“黑虎”和红花
脸“灵官”，紧随其后的是关羽、财神爷等，
他们威风凛凛地行走在村庄巷道，受邀进
入一个个村民家中，在庄院每个角落进行
表演。

李晓霞瞅准时机，往自己最喜欢的“关
公”手中的大刀上绑上了象征美好祝愿的
红被面。“每年过年都少不了社火，社火这
么一来、一转，这个年好像才完整了。”李晓
霞说。

“关公”的扮演者曹少波算是“关公专
业户”了，但他也没有因此而懈怠偷懒。“历
史中的关云长是一个义薄云天、忠肝义胆
的形象，也是最受乡亲们欢迎的角色之
一。”曹少波说，所以每次扮演，他都会反复
揣摩关云长的人物性格，努力把角色扮演
得更好。

社火表演，所需角色很多，不仅有演员
和指挥官，还有鼓乐手、化妆师、后勤服务
人员，一支社火队少则由二十几人组成，多
则五六十人，乃至上百人组成，人数越多，
场面越震撼、越有气魄，围观群众也越多。

古老的民间艺术也吸引了年轻人。在
队伍里当鼓手的苟少飞今年刚刚20岁，虽
然此前从未接触过打鼓，但家乡的社火队
成立后，他主动承担了鼓手的位置。“为了
首次社火游演能够顺利完成，我特意向村

上的老人学习了之前流传下来的最古老的
鼓点，又去了县上的文化馆向相关负责人
学习了县上的鼓点，与我们村的特色相结
合，谱出了一份专属于我们村的鼓点。”苟
少飞说。

“前些年，村里的社火停办了很多年，
但是我们不想让它消失。”三里营村火星殿
社火会会长李斌说。为了把这一传统文化
传承下来，李斌决定带头重组社火队，这个
想法从2021年开始萌芽，经村委会投票表
决、募集资金，直到 2022 年 3月想法落
地。李斌说，对于今年的游演，大家都很满
意，但是他还是想让社火的规模更大些，服
装、道具更好些，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上社
火、自觉参与到耍社火。

作为一种乡愁的寄托，现在陇县人不
但在家乡耍社火，在外也不忘耍社火。“咱
们陇县人在苏州打工的有两三万人，每年
春节有很多人不回家，为了让大家过个热
闹年，这几年，我们也组织大家在当地耍起
了社火。虽在异乡，但耍起社火就和在家
里一样热闹。”陇县驻江苏劳务协作工作站
工作人员朱明理说。

产业化孕育新希望
留住乡愁记忆，守护非遗明珠。如何

让陇州社火这一民间文化瑰宝得到更好传
承和发展？近年来，陇县也作了很多探索。

“社火文化要更好地发展传承下去，特
色化打造、产业化发展是必由之路。”苏黎
明说。

在这方面，成立于2011年的陇县熙地
社火演艺有限公司开了个好头。“公司依托
原河北镇李家下村社火会，成立了集挖掘、
传承、创新、表演陇州社火和民俗旅游接
待、民间工艺品开发销售为一体的民营文
化旅游企业。”公司负责人王忠厚介绍，“这
几年，我们多次受邀到湖北、浙江、贵州、湖
南等地演出，很受当地观众喜爱。”

文旅融合发展，是陇县近年来县域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之一。近两年，陇县
探索出将社火这一民俗文化“大餐”引入关
山草原景区，受到了广大游客的热烈欢迎。

“关山草原和陇州社火都是陇县的金
字招牌，这两年我们把平时只在正月里表
演的陇州社火引入关山草原，既实现了社
火常态化表演，也为关山草原增添了一抹
色彩和文化娱乐项目。”关山管委会副主任
秋建平说，无论观众是坐在草地上观看社
火表演，还是和社火演员一起互动，都是一
种特别的旅游新体验。

“陇州社火历经千年传承，流传演变到
现在，成为一张金灿灿的文化招牌。我们
将坚持守正创新，不断拓展新途径，谋求新
举措，让陇州社火的生命力越来越旺，走得
越来越远，力争使其成为促进县域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的金字招牌和亮丽名片。”陇
县县委书记叶盛强说。

踩高跷表演。梁会平/摄

（上接1版）

家长从“被动学”到“主动学”
“现在我和丈夫每天早上起床的第一件

事就是听直播课，这已经成为我们家的习
惯。在不断的学习中，我家上初中的儿子从
最初的抵触上学，拖拉、散漫，到现在有计
划、有目标，而且非常阳光自信。”围读会上，
谢妈妈兴奋地和大家分享学习感悟。

为最大限度扩大教育覆盖面，2023年9
月，沂源县妇联启动幸福“沂”家家庭教育围
读会项目，开通每天晨间线上直播课和周六
晚线下围读会，在围读会中一起深度思考、

剖析家庭教育中的疑惑，共同解锁和谐家
庭、幸福婚姻的密钥。

幸福“沂”家家庭教育围读会项目是县
妇联为全县广大家庭学习经营优质家庭关
系、提升科学家教水平搭建起的一个新平
台。截至目前，已开展早间课堂45期，线下
围读会21期。“学家庭教育，做智慧父母”渐
渐成为沂源的一种社会风尚，成为广大家庭
的一种自觉和共识。

家长从“台下听”到“台上讲”
“在学习上，帮助孩子把一个个大目标

拆分成小目标小任务，这样学习会变得比较

简单，每完成一个小目标，就会有一次正面
的高峰体验，体会挑战的乐趣。”家长宣讲团
成立仪式上，一位家长志愿者娓娓道来，分
享自己的家庭教育方法。

优质充足的家庭教育资源是推动家庭
教育工作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沂源县在
家庭教育队伍建设上不断发力，创新“专业
化+职业化+身边典型”相结合的方式，在广
泛吸纳专业化人才力量和学校职业化教师
力量、组建家庭教育专家宣讲团的基础上，
又通过学校、社区推荐的方式，面向社会招
募了58名优秀家长志愿者，组成沂源县家庭
教育家长宣讲团。

专业队伍与身边典型的组合，不仅更好
地充实了家庭教育指导服务队伍，解决了专
业人员不足问题，而且，通过让身边典型以
身边人讲身边事的形式，用更接地气更贴近
生活的方式讲，更有效地推动了家庭教育宣
讲的理论高度。

沂源县妇联主席张宁表示，下一步，沂
源县妇联将持续立足全环境立德树人要求，
充分发挥职能优势和部门合力，不断完善家
校社协同育人机制，健全覆盖城乡的家庭教
育指导服务体系，以家长素质提升助力少年
儿童健康成长，促进家庭幸福、社会和谐，为
高品质民生建设贡献“家”力量。

▲ 踩社火游街展演。 梁会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