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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是办给读者看的，作为报

人，毫无疑问要深入生活，扎根到新

闻的源点，这样采集来的报道才原

汁原味，读者喜闻乐见。本报10月

8日推出5个版的《记者走基层·驻

村实录》，反映5名驻村干部一天的

工作和生活，折射千名驻村干部“用

脚步丈量民情，以实干服务民生”的

一个侧面，带着泥土芳香。

国庆节前夕，《瑞安日报》班子

领导和骨干记者兵分5路跟5名驻

村干部一天。村小事多，他们一人

就有数百户出租房的电、气等消防

安全隐患的事要惦挂，需要挨家挨

户“软磨硬泡”耐心劝导，碰到几个

脾气大的“钉子户”，还要“哄”着，

甚至饱受对方的脸色。从走基层

记者的笔端，更多群众看到了驻村

干部在事无巨细中的辛劳，看到了

平时无法看到和体会到的种种琐

事、烦事、难事。这便是实录报道

鲜活之所在。

记者在村子里一天随访下来

就是一万两千步，而亲切如邻家妹

子的年轻女干部“阿娜”，已驻村两

年，这两年为村里的工作和建设，

跋山涉水，该有多少步？还有驻村

任期到了却硬被村“两委”挽留、又

当了 4 年指导员的陈立猛，他这 6

年的驻村又走了多少步？其实多

少步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驻村干

部心里有群众，用踏实的脚步丈量

出了民情，以实干的劲头服务好了

民生。在这5个版的字里行间，映

入人们眼帘的是有血有肉的人，实

实在在的事，尽管有许多事看起来

平淡无奇。

“驻村，就要把自己当成村

民。”这话说出了驻村干部融入村

民一员的态度，因此做起事来就会

设身处地为村民着想。这该视为

驻村干部走近村民身边、走进村民

心间、真正与村民群众水乳交融的

关键一步。“走近”了，才有可能“走

进”，进而打通“最后一纳米”。这

一步，可谓胜似千万步；走好了这

一步，“驻村”便成形式，“助村”才

是目的。令人欣慰，5名驻村干部

用实际行动表明，他们正在并且已

经赢得了各自驻地村民的信任与

点赞。因为大家有目共睹，驻村干

部对群众的关爱，对工作的热情，

对发展的期望和对责任的坚守，村

民们已经把驻村干部当成自己人

来看待。

有感于“一天一万两千步”，这

个记者随访的脚步，只是新闻采编

人员“走转改”实践的一小步。这

一小步，既是对驻村干部用心“助

村”的一次鞭策，也是对采编人员

自己深入基层“三贴近”的一次新

实践。在这个实践中，大可学习驻

村干部的“脚力”，先走出小步，再

迈开大步，从而以扎实稳健的步子

丈量报人的责任与道义。同时，从

这一小步开始，“走”在基层永无止

境，“走”进读者心田方显真情。

深入基层是报人永不过时的

优良传统，尤其在信息传播与获取

非常便捷的当下，更需要新闻采编

人员沉到一线，把读者的喜怒哀乐

凝于笔端、跃然纸上。在践行“走

转改”中，把目光对准基层，把版面

和镜头留给群众，使新闻报道散发

泥土芳香，传递百姓好声音。期待

《瑞安日报》走出精气神、转出真情

意、改出新风尚，让报道更显温度

和深度，写出更接地气的好作品。

一提及传统节日，大家首先

想到的是什么，是放假旅游？是

抢购狂欢？是迎来送往？还是朋

友聚会？或许，每个人的答案都

会不一样，但传统节日演变成“传

统假日”，因而失去了节日固有的

文化记忆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传统节日是中华民族的独

特文化记忆，是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独一无二的“根”。它们或

汇聚了团圆和美的家庭企盼，或

寄托了贵和尚中的和谐追求，或

传递着人伦孝悌的血脉亲情，折

射出了千百年来积淀凝聚的民

族认同。然而，近些年来社会生

活节奏在不断加快，传统的过节

方式似乎离人们越来越远，这些

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和精神价

值更是被越来越多的人淡忘了。

在过去不久的中秋节，动辄

成千甚至上万元的“贵族月饼”、

“天价月饼”也有死灰复燃之势

⋯⋯传统节日异化成“送礼节”、

“购物节”，其内在的文化价值被

解构、被稀释，最终导致传统文

化的“脉络运输”出现断层和割

裂也就不足为奇了。因此，如何

让传统节日找回文化记忆，找到

一种充实而有意义的过节方式，

也就成为所有人深思的话题。

笔者认为，不让传统节日丢

失文化记忆，首先要努力读懂传

统文化。春节之喜庆、清明之缅

怀、端午之追思、七夕之忠贞、中

秋之团圆、重阳之敬老，每个传

统节日都独具特色和内涵。如

果年轻一代对传统节日不知道、

不了解，没有记忆、没有感情，预

示的是文化记忆与传承的中

断。所以，作为学校要加强对传

统节日文化的教育，将民俗文化

内容写进课本、融进课堂；而有

关文化职能机构更要加强宣传

引导，通过接地气、贴民意的方

式，广泛开展节日系列活动，为

大众送上节日的文化盛宴，提高

全民对传统节日的认同感。

其次，不让传统节日丢失文

化记忆，就要自觉地去物质化去

功利化。传统节日变味，很大程

度上是受到了物质化、商业化的

影响。人们在盲目追求俗世利

益的同时，显然已摈弃了传统节

日本身的文化内涵。反倒是在

物质相对匮乏的儿时，那时没有

高价的月饼，没有珍贵的礼品，

没有丰盛的菜肴，一切都很简

单，很清澈，但人的内心却被浓

浓的亲情包围着，充盈着满满的

幸福感。

当然，不让传统节日丢失文

化记忆，还要正确处理与多元文

化的交流与融合。交流与融合

是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

在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碰撞

中，我们既不能故步自封，也不

能妄自菲薄，全盘丢弃老祖宗留

下的宝贵遗产，而应秉持文化自

信，将古典与现代巧妙结合，将

厚重的传统文化资源植入开放

的现代基因，古为今用，洋为中

用，用真情去守护好我们的名族

之“魂”。

说到底，传统节日既是一种

纪念，更是一种精神力量，只有人

人认同中华文化，人人传承传统

文化，才能使中华民族文化生发

出新的更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热爱祖国，热爱洛阳”，仙桃市

文明公约惊现“爱洛阳”！有网友表

示 ：这 是 本 世 纪 规 模 最 大 的 异 地

恋。

（陶小莫 画）

以扎实步子丈量报人的责任
■王国荣

莫让传统节日
丢失了文化记忆

■项建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