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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资讯

中国古人的贵生意识和平安智慧

平安和顺地度过一生，这是每个人的

基本需求与愿望。生活中艰难险阻不可避

免，在遇到险境时如何自处，进而自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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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心语

□ 握书姑娘

又是一年端午。每到这个节

日，闻着香喷喷的粽子，总能想起那

些不在身边的人。那些我思念的

人，你们过得还好吗？

越长大越发现，我们跟父母之

间就是一场渐行渐远的送别。因为

工作和家庭等原因，常年在外的我

们跟父母总是聚少离多，很多时候

都无法陪在他们身边。

可是，亲爱的爸妈，无论身在何

处，我对你们的爱和惦念从来都是

只增不减。或许我曾经嫌弃过你们

唠唠叨叨，曾经厌烦过你们啰啰嗦

嗦，可是离家越久我才越发现，能常

听到你们在耳边唠叨是很幸福的一

件事。

在外的日子里，我也会常常想

起家乡的味道，怀念起曾经在家的

那些快乐时光，回忆起跟你们在一

起的点点滴滴。尤其有了孩子之

后，我对你们有了更多的理解，明白

了你们养我长大的不易，知道你们

为我操了太多的心，也清楚自己亏

欠你们的实在太多。

愿你们身体健康、平安喜乐，只

要你们一切都好，就是对我最大的

支持、给我最大的安心。

生活中，总有太多的夫妻或者

情侣，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分居两

地。他们会羡慕那些可以时常在一

起的伴侣，羡慕伤心的时候有人擦

泪、难过的时候有人拥抱，甚至羡慕

吃饭的时候有人陪伴。

可这世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不易和无奈，每对情侣的生活方式

和相处模式也都不同。天天见面，

也有烦了腻了的时候；不常见面，总

有想了念了的时候。

曾经看过这样一句话：经常接

触会显得单调，而深挚的感情在分

别的魔术般的影响下，会壮大起来，

并重新具有它固有的力量。对于异

地夫妻来说，见面的机会少了，所以

每次相聚倒更像是一个新的开始，

带来初见般的激动和美好，让两个

人异常珍惜。

正像有句话所说：我们置身在

极高的两座山脊上，遥遥的彼此不

能相望，却能听见你温柔的声音传

来。好的爱人就是如此，即使相隔

天涯，也能感觉近在咫尺，无论身在

何处，都能心系一处。

亲爱的你，在过去的日子里，我

们有过争吵、有过抱怨，甚至有时候

想过分开。但最终发现，这世间，还

是我们最惺惺相惜。

所以，不要因为距离就轻易放

弃，要给彼此更多的在乎、信任、理

解和支持。未来的日子里，纵使身

处两地，也愿我们的心永远能像粽

子一样，米与米相粘、叶与叶相叠、

线与线缠绕，让幸福跑不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和许多

老朋友已经好久没见过面了。不是

不想见不愿见，只是忙碌的日子里

常常没有太多的时间和机会，去见

见那个好久未见的朋友了。

可是，我相信好的友情经得起

距离和时间的考验，它不会因为四

季的更换而改变，不会因为距离的

遥远而冲淡，更不会因为彼此的忙

碌而消散。

你快乐的时候，我为你开心；你

悲伤的时候，我也替你难过。无论

怎样，请相信，日子再忙，时间再久，

我对你的情谊不变。

有句话说：不联系不代表忘

记，不见面不代表不想念。我也坚

信，我们之间就是如此，哪怕好久

没见了，你依然是我心底时不时

会惦念的好朋友。往后的日子，

希望我们能有机会常联系，有机

会多见面。

今天，祝你端午安康，也希望下

一个端午节，能有机会请你喝杯酒，

吃颗香粽，一起忆忆过去，说说现

在，谈谈未来。

这个端午，无论是远方的父母、

异地的爱人，还是好久不见的朋友，

都愿幸福像一根根粽绳紧紧地缠绕

你，快乐像一片片粽叶团团地围住

你。愿我们的生活都像飘香的粽

子，永远幸福甜蜜。

最 好 的 想 念 是 彼 此 安 好

平安是福 蒋 蒋 摄

“书香满中国”
公益广告大赛启动
本报讯 为推动全民阅读，激发全社

会读书热情，由国家新闻出版署指导、中共

北京市委宣传部主办的“书香满中国”公益

广告大赛6月15日在京启动。

该活动面向社会征集原创作品，要求

参赛作品主题积极向上，能够展示读书的

力量，通过阅读增长知识、启迪智慧、提升

素质；能够展示青少年通过阅读树立正确

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促进身心健康

成长；能够反映书香城市建设，通过阅读涵

养城市精神气质，彰显城市文化之韵；能够

反映新农村读书风尚，展现新时代农民的

精神风貌，培育文明新风；能够反映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期间，读书带给人们的精神力

量以及社会各类阅读推广活动的成效、影

响等。 （史竞男）

首部青少年戒毒电影
“云上映”

本报讯 今年6月26日是第33个国

际禁毒日。26日，首部聚焦青少年戒毒题

材的影片《十九岁，一切会更好》在网络上

线，吸引了不少观众的目光。

影片由知名导演夏钢执导，讲述了一

个18岁的吸毒少年如何在社会和家庭的

帮助下重返正途的故事。少年邵新在经历

了母亲车祸身亡、父亲续弦重新生活后，变

得叛逆，走上了吸毒道路。在目睹了好友

死于毒品、自己的过失致同父异母的妹妹

误食毒品昏迷住院后，邵新最终选择自首，

走进戒毒所。在民警的帮助下，他逐渐感

受到了家人的温暖，决定面对自己的人生，

重新开始。

电影用细腻的镜头语言，从青少年的

视角诠释了毒品的危害，同时也提醒人们

关注青少年吸毒的家庭原因。“我们发现，

很多青少年吸毒者失足的一大原因在于家

庭问题。一方面他们更容易通过毒品逃避

家庭缺乏温暖的现实，另一方面家庭教育

和关怀的缺失也让他们比同龄人更缺乏抵

御诱惑的能力。”制片人徐葱说，因此故事

的重心放在情感尤其是主人公与家庭成员

的关系上。

“让青少年远离毒品不仅是国家和社

会的职责，更是每一个家庭甚至每一个人

的责任。”影片片尾的字幕让人深思。徐葱

说，影片在6月26日国际禁毒日上线，希

望能唤起全社会对青少年禁毒工作更多的

关注与支持。 （邓瑞璇）

“我们的丝路”线上摄影展
在以色列举办

本报讯 “我们的丝路”线上中外摄影

艺术作品展6月29日在以色列举办，观众

足不出户就能欣赏精彩的光影瞬间，感受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文化交流、人文交

融的火热场景。

本次作品展为期一个月，由中国文化

和旅游部、以色列特拉维夫中国文化中心

共同主办，共展出选自“第五届世界摄影大

会”的60幅优秀作品。

特拉维夫中国文化中心主任陶晨在接

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本次展览分为“我

们的家园”“我们的出行”“我们的面孔”等

8个主题，展示丝绸之路沿线不同国家和

民族的自然景观、人文风貌和人们对于美

好生活的向往。

陶晨表示，在全球抗击新冠疫情的关

键时期，文化中心推出丝路主题展览，以艺

术视角彰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

希望通过本次展览增进各国人民对不同文

化的了解与欣赏。 （陈文仙 尚昊）

□ 陈爱平 梁建强 蔡馨逸 王晓丹

吃粽子、挂香囊、赛龙舟，这是

端午节的文化传承。与此同时，时

令商品消费强劲、民俗节庆活动迈

上“云端”，传统节日展现出时代的

新特点。

粽艾飘香，各地文旅
活动迈上“云端”

端午假期3天，上海市民徐海清

与多位好久不见的亲朋好友再次团

聚，走亲访友自然少不了应景食物

粽子。“端午是我国进入疫情防控常

态化阶段以来，第一个适合亲朋好

友团聚、共祝彼此安康的中华传统

节日。”徐海清说。

居民消费热情高，老字号粽子

产品在线上线下热销，分布在上海

市区的门店外，消费者有序排着长

队；直播、网购平台上，网友一边互

动一边“剁手”。

杏花楼食品餐饮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智静说，今年端午应需生

产380多万只粽子，较去年产量翻

番。不仅物美价廉的袋装粽子卖得

好，价位在150多元至250多元的礼

盒装粽子需求也很旺盛。

“经历疫情，人们对健康更加

重视，食品餐饮消费升级，更多消费

者习惯了网购。”智静说。

6月1日至21日，淘宝天猫平台

上粽子成交额同比增长153%。此

外，糯米、粽子叶等食材成交额同比

大幅增长，还有“自热型”粽子、“人

造肉”粽子等新鲜品类涌现。

各地文旅活动也精彩纷呈。上

海欢乐谷的“‘粽’享欢乐”活动现

场，传统的投壶活动吸引众多游客

参与；上海海昌海洋公园星光夜场回

归。在西安，大唐不夜城步行街上，

游客边吃亲手做的绿豆糕边看“唐仕

女”带来的歌舞表演；大明宫国家遗

址公园里，人们穿唐装、点雄黄、扎菱

角，传统习俗与现代生活融合。

传统民俗活动更在“云端”焕发

生机。在屈原故里湖北省秭归县，

有别于往年赛龙舟、割菖蒲、办诗会

等线下人头攒动的景象，“2020年屈

原故里端午文化节”“云上”揭幕。

进入“屈原故里云上展馆”页面，点

开视频链接，观众仿佛置身“屈原故

里端午祭”大典现场。

在陕西省安康市的龙舟节活动

现场，宽阔的汉江江面，龙舟健儿挥

旗击鼓、挥桨操舟，摄像机和手机镜

头将这场龙舟横渡转播给全国观

众。“根据疫情防控要求，组委会对

龙舟节现场观众人数有严格限制。

但通过网络，无论观众身在何处，都

可以看到传统活动盛况，了解民俗

文化。”中国安康汉江龙舟节组委会

副主任付波说。

祛病防疫，战“疫”有
底气、生活很安心

西安市级非遗项目雁塔棉絮画

制作技艺传承人张宝兰在大唐不夜

城步行街一处展台向游客展示如何

制作香囊。“驱毒辟邪是端午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端午至、五毒出’，

因此人们佩戴香囊。”

她说，我国正处在疫情防控常

态化阶段，人们注重祛病防疫，佩戴

口罩、勤洗手、保持间距、分餐进食

等新习惯，与端午传统习俗正相

呼应。

来自重庆的游客杜刚来到西

安饭庄享用美食。进店前扫码测

温、店面餐具严格消毒、用餐时使

用公筷公勺等疫情防控措施让他

非常放心。“精细的防疫举措让人

倍感战‘疫’有底气、生活很安心。”

杜刚说。

全国已有10064家A级旅游景

区恢复开放，各地旅游景区坚持“限

量、预约、错峰”，接待游客量不超过

最大承载量的30%。在上海，100

多处国家A级景区全面实施门票预

约机制，探索“预约旅游”常态化。

在湖北，文化旅游场馆有针对性地

制订恢复开放方案，例如湖北省图

书馆特别注意加强书籍管理，归还

和借出的书籍严格进行有效消毒。

生产企业组织员工加班加点，

保障消费旺季的各类产品供应。在

杏花楼位于上海的蒸煮类食品生产

车间，员工们熟练地翻折粽子叶，填

充糯米、鲜肉等……

智静介绍说，疫情期间，车间内

减少了操作台数量，原先每两人共

用一张台面也变为一人一台，让员

工们保持足够的间隔距离。“今年粽

子市场需求明显提升，而车间内同

时作业的员工数量受限，工厂因此

提前制定计划启动了粽子生产保障

供应。”

随着湖北文旅市场复苏，酒店

用品、应季礼品成为汉口北“智慧市

场”端午假期前后重点推介的交易

品类，商户们经过测温、查验健康码

等严格流程，进入市场忙碌着。

不过，成交大单并不一定需要

与客户面对面。市场工作人员周悦

介绍，自3月28日复市以来，汉口北

市场已先后帮扶商户组织了500多

场直播带货活动，鼓励商户拓展网

上直播渠道，探索“无接触交易”，在

做好疫情防控同时，有条不紊推动

复工复产。

“逆风”前行，高质量
发展新动能发力

上海市虹口区的一场夜市里，

七彩花米粽、菌菇等来自云南省文

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的特色农产品

“闪亮登场”，这些产品已在多场“消

费扶贫”直播中热销。上海市民

刘多很喜欢花米粽，“既能丰富我们

的‘菜篮子’，又能充实当地百姓的

‘米袋子’，当然‘买买买’。”

文山州人民政府副秘书长潘正旺

说，上海援滇工作着眼于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从在当地投资建设灌

溉沟渠、灌溉管网，夯实生产性基

础设施，到建设农特产品加工厂、

冷冻仓库，促进第二产业升级，再

到如今借直销、直播平台发展第三

产业，沪滇经济更进一步实现“同

频共振”。

“干部群众正齐心协力，当前的

难关一定能闯过。我们一定能打赢

脱贫攻坚战，携手奔向全面小康。”

潘正旺说。

端午假期首日，全国共接待国

内游客1727.6万人次，实现国内旅

游收入44.7亿元。携程旅游大数据

联合实验室研究员彭亮分析，携程

平台端午订单较 5月下旬又有增

长。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并未因

疫情改变，凸显我国经济高质量发

展庞大的市场需求基础。

百姓喜闻乐见的在线新经济

对于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也起到

重要作用。端午前夕刚刚闭幕、

首次整体搬上“云端”的广交会云

平台吸引了来自 217 个国家和地

区的境外采购商注册观展，来源

地分布创历史纪录，云路演、云签

约等创新模式也为各国展商提供

了便利。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产业发展研

究院常务副院长余典范分析，我国

在线新经济蓬勃发展，新基建赋能

千行百业，供需回暖相互促进，经济

新动能持续发力。尽管新冠肺炎疫

情给国际、国内经济带来一定不确

定性，但只要我们团结一心、奋力划

桨，中国经济的龙舟，一定能奋勇向

前、力争上游。

线上线下消费升温 文旅活动迈上“云端”
——端午假期透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