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浙江省出台政策，推
进历史经典产业传承发展，茶
叶、丝绸、黄酒、石雕、青瓷等具
有深厚传统文化底蕴的特色产
品产业， 成为促进浙江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又一重要发力点。

杭州织丝绸、绍兴酿黄酒、
安吉种白茶、龙泉铸宝剑……
这些耳熟能详的浙江经典特
产早已深入人心，而其传承千
年的文化属性与历史底蕴也
构成了极具辨识度与竞争力
的地域产品特色和产业优势。

有观点认为， 与产值规模
大的工业制造业相比， 历史经
典产业的体量并不算大， 没必
要“小题大做”。但事实上，对于
这样特殊的产业并不能单纯以
规模衡量价值， 要放在文化传
承、国粹赓续、非遗保护、育才
富民等更高的视野下审视。 历
史经典产业不仅是凝聚千百年
来劳动人民聪明才智、 文化底
蕴的产业，更是富民增收、带动
就业的共富产业。如今，通过数
智赋能、 新技术推广应用等工
程实现增品种、 提品质、 创品

牌，历史经典产业正成为浙江高
质量发展的新路径之一。

然而， 守护历史经典产业
也亟待创新手段， 解决传承与
发展中面临的一系列矛盾。

一方面，注重人才培养。 无
论是手艺传承， 还是产品创新，
当前都面临着人才传承的挑战。
历史经典产业从业者的职称评
定、职务认定、职业发展路径等
问题，都应在现代人才培养管理
制度下进一步规范明确，让从业
者找到职业归属感与荣誉感，让
创新人才拥有良好的收入和发
展前景。 同时，大力发展高等院
校和职业技术学校的工匠培养
体系，着力培育一批既懂传统文
化，又掌握传统手艺，还会经营
管理的创新人才。

另一方面， 持续提高老字
号品牌竞争力。 经典历史产业
孕育了一批老字号，但近年来，
一些老字号产品因款式审
美、 功能设计不足导致美
誉度下降， 或者因市场营
销手段匮乏造成客户流
失。 相关主管部门要引导

老字号产业升级，推动老字号产
品向差异化、潮流化发展，更要
为发展进入瓶颈期的老字号提
供产业平台支持，支持老字号聚
集发展，搭建线上线下融合推广
渠道，帮助老字号“出圈”，展现
“老味道”的魅力。

此外，还要注重历史经典产
业多业态融合发展，通过创意融
合，推出文化底蕴深厚、艺术感
染力强、符合消费者审美的文创
产品。还应重视将历史经典产业
与文旅、科技产业相结合，赋予
历史经典产业新的元素和体验，
开发数字藏品、手机端游等周边
衍生产品，让经典变新潮。

守住老传统， 需要新招数，
让民族文化瑰宝通过规模化、产
业化发展， 实现高水平保护传
承、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推动历
史经典产业“活”起来、历史经典
产品“火”起来。 ①2

守住“老味道”要有新招数
□李景

每日箴言
南阳华龙高级中学
告诫广大学子———

●人生起起落落， 终究归于平静放空，即
是一种参透。

●愚人向远方寻找快乐，智者在身边培育
春光。

●悲喜在于自己如何解读，对错取决于观
点和角度。

●与其抱怨玫瑰园里长满了刺，还不如为
刺丛里长出了玫瑰而欣喜。

●立志打造一颗四海为家的心，却形成了
一个充满乡愁的胃。

●一艘没有航向的船，不管什么方向的风
都是逆风。

●以眼看世界，世界是很小的；以心看世
界，世界是很大的。

●别把欲望和理想混为一谈，欲望的尽头
是物质的拥有，理想的终极是精神的充盈。

●把你的脸迎向阳光，那就不会有阴影。
●不要因为得意而忘形，不要因为失意而

丧志。
●我们最大的光荣不在于从未跌倒，而在

于每次跌倒都能站起来。
●宽容是送给他人最好的礼物，但送给了

自己那将是堕落的开始。
●把周围的人看作魔鬼，你就会生活在地

狱里；把周围的人看作天使，你就会生活在天
堂中。

●人不怕走在黑夜里， 就怕心中没有
阳光。

●只要自己不低下头，别人就不可能踩在
你的头上。

●命运是可以改变的， 但不是靠语言，而
是靠行动。

●与己无缘者，随他来去；与己有缘者，好
自珍惜。

●在人生的道路上，你越努力，运气就越好。
●谣言虽不能置之不理， 但也不能纠

缠不休。
●要对幸福有耐心，因为真正的幸福不会

很快到来，也不会轻易到来，但它值得等待。
●生活只有两种选择： 要么勇往直前，做

自己生命中的主角；要么留在原地，做别人的
配角。

●只有品味了痛苦，才能珍视曾经忽略的
快乐；只有领略了平凡，才会收藏当初丢弃的
幸福。

●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一味比上会痛苦，
一味比下会堕落。眼晴向下，境界向上，幸福自
环绕。

●怨恨是一杯毒酒， 毒杀的是自己的快
乐；宽容是一剂良药，治愈的是病态的人心。

●无人可以篡改你的人生，只是在困苦与
曲折中，我们要多些把握自己的勇气，敢于坚
定地选择，更要大度地放弃。

●只追求爱，不化解恨，很难心灵平静。
●睿智的人看得透，故不争；豁达的人想

得开，故不斗；得道的人晓天意，故不急；厚德
的人重谦和，故不躁；明理的人放得下，故不
痴；自信的人肯努力，故不误；重义的人交天
下，故不孤；浓情的人淡名利，故不独；宁静的
人行深远，故不折；知足的人常快乐，故不老。

———摘自图书珍藏书目郭同春校长编著

的《精粹语言汇编》

学生放了假，学校的体育
设施、运动场馆不宜“躺平”。
往昔，一到假期，学校大门紧
锁、 保安把门的那种生怕体
育场馆飞了的状态， 是该改
改了。

不论是公办的中小学，还
是大学， 投资兴建运动场馆主
要靠公共财政投入， 这类设施
的运转当然首先应当保障教育
教学用途。 但在学校教学日常
告一段落、 进入间歇性修养状
态时，体育场馆在正常的检修、
维护之后实无道理长期闲置。

学校体育运动场馆向社会
开放，为周边社区居民提供必
要的全民健身场地，不仅是其
服务社会、 融入社会的表现，
也是学校与社会加强沟通、保
持亲密互动的重要方式。 不能
需要周边邻居配合共建时就
笑脸相迎，能为居民提供便利
时就大门紧锁。 一所没有围墙
的学校对整个社会的作用不
可估量，而学校“打破围墙”、
向社会敞开怀抱，也不妨就从
开放体育场馆开始。

早在 2017 年，教育部就曾
会同体育总局印发《关于推进

学校体育场馆向社会开放的实
施意见》，明确提出具备基本条
件的学校都要积极推进体育场
馆开放。 2019 年 7 月， 中共中
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教育
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
量的意见》，也鼓励地方向学生
免费或优惠开放公共运动场
所。 现行《全民健身条例》及正
在进行修订的草案文本， 也都
明确要求， 学校应当在课余时
间和节假日向学生开放体育场
馆， 公办学校要积极创造条件
向社会开放体育场馆。

学校体育场馆在满足自身
教育教学需要的前提下积极向
社会开放， 这无疑拥有充足的
规范性背景，但在实际情况中，
一到假期就大门紧闭， 或者层
层设置障碍、看守人员甩脸色、
使性子的情况依然不在少数。

也并不是说， 社会性的体
育运动场地供应充足， 公众只
是盯住学校那几块场地不放。
《2021 年全国体育场地统计调
查数据》显示，截至 2021 年底，
包括高校在内的事业单位体育
场地面积在全国体育场地面积
中占比最大，超过 40%，而我国

学校体育场地对外开放
率仅为三成左右。

这个暑假， 当越来
越多的地方以教育部门
主导推动的方式， 督促

各地中小学向社会免费开放体育
场馆，便是一个很好的示范。甚至
不应局限于中小学， 包括大学在
内的各级各类学校都应当遵照国
家有关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盘点
审视各自体育场馆日常管理的规
章制度、运营模式，优化完善向社
会开放的各种条件， 扫清各种阻
碍社会与学校交流的人为障碍、
陈腐观念。 特别是大学， 前段时
间关于大学校门开放的问题频频
引发热议， 不少大学开放规则开
始松动，大学校门打开与否，越来
越成为衡量一所学校办学水准、
服务社会格局的标尺。那么，向周
边社区开放运动场馆更应该成为
其改善“邻里关系”的一个可行思
路———借着体育运动场馆开放的
这一波社会热议， 有必要对大学
体育运动场馆再推一把。

就让普通市民在学校体育
场跑几圈、打场球，天真的塌不
下来。

学校体育场馆向社会开放，
不能光靠教育部门的推动， 还需
要学校管理者以真正教育家的思
维与格局去审视学校和社会的关
系。 主动开放，争相开放，在学校
体育场馆向社会开放问题上，不
妨也卷起来!不仅要卷开放数量，
卷开放学校的范围、层级，更要卷
开放后的管理、服务质量。学校的
形象， 可以在体育场馆向社会开
放的过程中生动、鲜活起来。 ①2

暑期，别让学校体育场馆“躺平”
□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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