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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用电让生活更安心
李义春

电力的广泛应用使人
类从农业文明迈入工业文
明 ，它是一柄 “双刃剑 ”，既
给我们生活带来便捷，同时
因其威力巨大，难以监测管
理，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和

财产损失。 据统计，每年触电死亡人数均超
过 8000 人。 主要是因为短路、过载、漏电、接
触不良性电弧等故障。

数字经济时代，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
技术的蓬勃发展，为破解这类难题提供了解
决方案。 如某企业研发的智慧用电安全管理
系统，它由电气安全监测与保护装置、大数据
分析系统、云平台三部分组成。 在电路上安
装电气安全监测与保护装置，将电气数据实
时传送云平台，进行大数据分析、诊断和预
警，发现用电故障提前报警并切断电源，避免
发生火灾或者触电事故。 用电安全有什么情
况，在手机上、电脑上就能看到，更安心。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机遇。 在以前，
驯服电力是不可想象的，随着物联网、大数
据、 云计算、 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飞速发
展，不可能变为可能。

如今，数字经济上升为国家战略，是现代
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能，是解决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
矛盾的新武器。 数字技术的进步，将传统的
竞争白热化的红海市场，变为蓝海，开辟了
新市场。 “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模式将成
为现代企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标配。

面对新形势新情况，企业如何转型升级、
弯道超车？ 关键是要掌握数字技术武器，紧
盯群众衣、食、住、行的关键小事。 美好生活
需要在哪里，市场就在哪里；不平衡不充分
的发展在哪里，战场就在哪里。 智慧用电安
全管理系统解决用电安全问题，美团解决吃
饭的问题，阿里租房解决住的问题，滴滴解决
出行问题。 在数字经济时代，谁能用好数字
技术，创新应用场景，解决群众最直接最关
心的问题， 谁就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胜
出。

为文化遗产
提供强大的“保护圈”

郑委

近日，故宫博
物院龙泉窑研究
中心在龙泉揭牌
成立。 这是继“故
宫龙泉青瓷回家

展”在龙泉展出后，龙泉再度与故宫博物院携
手合作。

从历史记载上来看， 龙泉青瓷与故宫的
渊源颇为深厚， 龙泉青瓷曾经作为宫廷御用
瓷器受到皇家青睐，目前，故宫博物院还收藏
着 1700 余件龙泉青瓷。 此次合作，可以说是
龙泉青瓷以另一种方式再次走向了 “紫禁
城”，可喜可贺。

近年来，一些地方与故宫频频联手，利用
故宫深厚的学术积累和文创力量， 为当地的
文化遗产提供了最好的保护和传承。 此次博
物院与龙泉的合作， 给了我们如何保护文化
遗产很好的启示。

一些地方的文化资源和历史底蕴深厚，
尤其是历史文化遗产已经成为当地的主要文
化特色，许多地方也主动大力打“文化牌”，希
冀本土优秀文化遗产得到传承和发扬。 现实
情况是， 一些地方缺乏专业学术理论和技术
的支撑， 不少珍贵的文化遗产正遭受着各种
各样的“伤害”，比如不专业的修缮、过度商业
化等等，令人痛惜。 因此，借助博物馆的专业
力量来保护地方优秀文化遗产， 助推地方的
文创发展，不失为一个好方法。

其实， 馆地合作最重要的还不是文化遗
产得到创新发展， 主要还是文化遗产能得到
科学的保护。 如何科学保护地方文化遗产正
成为地方文化发展的核心话题。 科学技术是
博物馆的优势。 地方可以充分利用博物馆的
专业技术， 为自己的优秀传统文化遗产提供
强大的“保护罩”。 笔者了解到，故宫曾与一家
机构开展了“国宝传承计划”，许多中国经典
绘画以 AR 的方式在卢浮宫等地巡展，这样不
仅创新性地弘扬了文化遗产的价值， 更重要
的是在弘扬优秀文化时做到了有效保护。

从另一个方面说， 博物馆也有责任为地
方的优秀文化遗产做出应有的贡献。 一是为
地方优秀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专业指导，二
是可以与地方合作拍摄相关文保影视片，增
强公众对文化遗产保护的了解， 提高公众的
文化遗产保护意识，让更多的人感受、了解、
熟悉身边的文化，同时，也为外来游客了解地
方传统文化提供一种很好的渠道。

朱旭明（遂昌县社科联主席）

丽水乡村春晚绽芳华

●林岳豹：
现在，一到过年，全国媒体就开始聚

焦丽水， 因为这里有乡村春晚， 名气很
大，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原因：一是时
间最长。 大家都知道， 乡村春晚起源于
丽水，以月山为例，至今已持续举办 39
年，时间轴上全国最长。 二是影响最大。
从 2013 年开始， 丽水以月山为样本，开
始致力于打造 “中国乡村过年文化样
本”，现在，乡村春晚被写进浙江高中语

文教材，获得全国群众文化“群星奖”，国
家公共文化示范项目， 取得很高站位。
三是民生最实。乡村春晚以萌生于民间、
根植于乡村、来源于群众的草根特性，引
发广大乡村群众热情参与和推广复制。
到现在为止， 乡村春晚在我市乡村覆盖
率达 43%以上，地域上全国最广。四是融
合最深。 乡村文旅融合是当前国家乡村
振兴战略聚焦度很高的点。 乡村春晚发
展过程中，自 2015 年起，文化职能部门

就专门筛选了年味年俗浓、 生态旅游条
件好、 乡村春晚特色鲜明的 100 个乡村
来打造“百台特色乡村春晚”品牌，形成
特色鲜明、文旅农融合的产业模块，并利
用“互联网+”“乡村春晚+”的营销模式，
形成黄金周 14.13 亿元的 “村晚红利”。
应该说，丽水乡村春晚品牌是开疆拓土，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形成一种全民
文化认同的品牌体系， 成为当前一种热
门的文化现象。

编者按：

日前，2019 全国乡村
春晚“百县万村”区域联动
暨浙江省戏曲进乡村·侨
乡中国年在丽水市青田县
洞背村启动， 开启了今年
春节的“乡村盛宴”。

丽水和乡村春晚 ，这
是两个息息相关的词。 因
为全国最早的乡村春晚起
源于丽水月山。 自 1981 年
开始， 月山村民自办 、自
编、自导、自演联欢晚会，
持续至今 ， 已经整整 39
年。 而后，丽水的“星星之
火”在全国燎原，乡村春晚
在神州大地遍地开花 ，成
为农村群众春节期间新的
文化习俗。 乡村春晚起于
丽水，而今，最负盛名的也
是丽水。 丽水乡村春晚之
代表“月山春晚”被写进浙
江高中语文教材， 获得国
家政府群众文化最高荣誉
奖———“群星奖”， 丽水乡
村春晚作为 “中国式乡村
过 年 之 文 化 样 本 ”，2017
年被编写进 《中国全民艺
术普及发展报告》，列入文
化部公共文化空中大讲堂
向全国推广的地方案例 。
2018 年，丽水成立了全国
乡村春晚研究院， 丽水乡
村春晚以全国第 2 名的优
异成绩顺利通过第三批国
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
项目验收集中评审。

丽水乡村春晚， 已经
成为一种现象，一个品牌。
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
提出 “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着重强调“繁荣兴盛
农村文化， 焕发乡风文明
新气象”，乡村春晚无疑是
重要抓手。未来，丽水的乡
村春晚还将继续绽放出自
己的芳华。

嘉宾

主持人：我们知道乡村春晚在全国各地都有，丽水为什么能最负盛名？

林岳豹 （全国乡村春晚百
县联盟秘书长、 丽水文化和广
电旅游体育局文艺处处长）

酸奶慕斯（网友）

主持人：丽水乡村春晚近几年已经形成了社会广泛关注和全国参与联动，接下
去，我们对丽水乡村春晚品牌的打造有什么样的具体措施？

●林岳豹：
未来，丽水将持续推广和普及“乡村

春晚”， 打造乡村文化振兴的 “全国样
本”。这主要通过下一步实施“千台阵容、
百台特色、十台样本、一台引领”的发展
战略来实现。“千台阵容”就是原生态的、
自发的、草根的、普众的村晚。 到 2018
年，全市已有 1000 多名农民导演、30 多
万名“民星”给大家带来精彩纷呈的“年
味”乡村春晚；千台竞技的盛况下，政府

对村晚进行了品牌的引领和设计， 提出
“百台特色”， 引导村晚从数量向质量转
化， 并和农旅进行深度融合。 比如近年
列入市政府《全域旅游三年提升计划》的
“乡村春晚体验线路”建设，就是以乡村
春晚为主线， 将现有乡村优质农产、民
宿、非遗、年俗和乡村春晚串联在一起，
让游客在丽水乡村过年，实现美景可看、
美味可吃、村晚可参与、年味可购买的体
验消费； 在这基础上， 又提出 “十台样

本”，继续做精做深乡村春晚，让其成为
乡村文化习俗、群众文化习惯，使之走非
遗化发展之路；“一台引领” 是指把月山
春晚打造成中国乡村文化小康建设的样
本村。经过这样的发展，丽水乡村春晚将
从原生态的乐民“春晚”走向多元改良的
富民“村晚”，最后发展到中国乡村全民
习俗、崇尚礼乐精神的“春晚”，成为乡村
振兴民众固根、守魂、铸梦的文化载体，
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民文化盛宴。

主持人：乡村春晚已经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不仅改变着乡风民风，也带动了
当地全域旅游和经济的增长。 您认为乡村春晚应该如何继续奏响乡村振兴“新乐章”，让
更多的老百姓参与其中并受益？

●林岳豹：
从建立全国乡村春晚百县联盟的

阵容， 到去年全国 27000 多个乡村自办
乡村春晚的火热，透过“村晚”这方小舞
台，我们看到一出由乡村春晚引发的乡
村文化振兴大戏正在上演 。 下步发展
中，一是要把握乡村春晚“事业引领、产
业推动、特色提升”的建设原则，始终把
握乡村主体，村民主角这两个关键。 二
是多维度融合，时间维度上 ，延伸为春

夏秋冬， 范围上扩展全国东南西北中，
这些，我们已持续四年作了尝试。 三是
创新引领。 一手抓示范，依托文化馆、站
和社会志愿服务专业力量，将设计出丰
富多彩的“村晚”形式，像非遗村晚 、民
俗村晚、戏剧村晚、书香村晚、广场舞村
晚、民歌村晚，让村晚形式丰富多彩更
有特色 ， 也让更多的百姓愿意参与其
中；还有一手抓人才。 坚持乡村春晚“四
个 100”人才培育，比如这几年很有成效

的做法，联合农办，依托中国乡村春晚研
究院专业师资和研究力量，开展百名民
星、百名主持、百名导演、百名灯光音响
师培育活动，都为乡村办好春晚注入活
力。 另外，村晚要和游客多互动，比如开
展“村晚半台戏”活动，让游客走上乡村
春晚舞台；村晚还要“潮”起来，现在的形
式是利用直播，以后也可尝试抖音，进而
“打卡”村晚的影响力，持续激活乡村振
兴的“文化密码”。

主持人：看了乡村春晚，您有什么感受？ 您觉得乡村春晚最有意思的地方在哪
里？ 乡村春晚对乡村的建设有什么帮助？

●朱旭明：
乡村春晚， 是当下乡村流行的一种

过年方式。 随着时代的变迁， 许多过去
的年俗，已悄然逝去，如打年糕、做米糖、
蒸糖糕等等，大多已被机器生产所代替。
近年来，乡村春晚逐渐兴起，已演变成了
一种新的过年方式。 各个村子都在暗暗
较劲，比一比哪个村的春晚办得最好，如
果现在哪个村没有办春晚， 村民都不好

意思出去说。
乡村春晚是一道文化大餐。 村民在

文化礼堂中筹备和举办春晚， 村民自编
自导自演， 让村民享受了一道土味十足
的文化大餐，相较过去，当下的农村过年
搓麻将、打牌和赌博的少了。乡村春晚是
一杯回忆的酒。村民过年是喜欢热闹的，
春晚热闹喜庆， 让村民找回了以前看露
天电影、看大戏的感觉，也随之找回了过

去生活的记忆和感觉。 乡村春晚是一味
润滑剂。乡村过年正是村民团聚的时候，
平日里许多村民出外打工、创业，彼此接
触不多，现在大家回家忙于春晚的时候，
彼此在嬉笑间加强了情感，消除了隔阂。

乡村春晚， 缘于一种群众的自发文
化行为，文化部门应加强指导，既要保护
村民办村晚的热情， 也应在提升节目的
水准方面多下功夫。

●酸奶慕斯：
要说乡村春晚有什么特别之处，

它与传统的春晚相比，更热闹了，也更
亲民了。 与央视春晚的层层把关层层
挑选不同， 它是村民立足于自身生活
特点，自编自导自演的节目，因此它展
现出的是最原味的、最“土”的，最贴近
乡村生活的乡村风貌。

这种表演因为深受村民喜爱而延
续了多年，近年来乘着“互联网+”的

东风走进大众的视野。多年前，美食节目
“舌尖上的中国”让寻常百姓家的土味饭
菜走进大众视野。 后来乡愁旅游业的发
展， 乡村民宿深受广大城市消费者的喜
爱。 如今展现乡村风俗的乡村春晚再次
吸引了许多观众慕名而来观看表演，同
时也体验一把乡村过年的方式。 乡村的
民宿、农家的饭菜、村民自制的土特产、
手工制作的小东西成了游客眼中的 “新
奇玩意儿”。 乡村春晚不仅以表演的形

式展现乡村文化， 更让慕名而来的游客
亲自参与了文化的互动： 贴春联、 杀猪
宴、手打黄粿、做麻糍、蒸年糕等传统的、
具有春节仪式感的活动。 “文化搭
台、经济唱戏”，乡村春晚是一种文
化的输出， 让城市的人们
体验乡村文化， 同时带动
了消费， 帮助村民增加收
入。它促进乡村文旅融合，
也振兴了乡村经济。

主持人：潘凤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