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活中人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情形：
有人在街上被匆忙赶路的骑车人轻轻
剐蹭了一下，虽毫发未损，却立马卧地
不起、撒泼打混，既不让人离开，也不让
送医院，直到骑车人掏出钞票，方才不
无得意地扬长而去；有人在公共场合大
呼小叫，买点稀罕玩意或上下公共交通
任意插队、你争我夺，对各种约定俗成
的规章制度置若罔闻；有人用花言巧语
拼命把假冒伪劣的产品塞给顾客，等发
现问题回头找来时，却胡搅蛮缠，死不
认账；有人表里不一，说一套、做一套，
表面上冠冕堂皇、背地里行事龌龊，属
于典型的两面人；有人不着边际地吹嘘
自己的本领和业绩，信誓旦旦地发出宏
愿，而实际操练中或差之霄壤、或一败
涂地，旁观者都感觉无地自容，当事人
却装得满脸无辜、毫无愧色；还有人把
特殊岗位上应负的职责当作自身特
权，推三阻四、吃拿卡要、横征暴
敛，灵魂与肉体全方位堕落……这些
不良社会现象和个人丑行，深层里既
涉及到当事人的私德、公德和官德，
也涉及到公民的文明素质和职业操守
等问题，核心都与具体行为人的德行
与素养紧密相关。一个有着五千多年
文明发展史的君子国度，德行如若这
般任人践踏、成为稀缺之物，岂不是

历史笑话和民族悲哀？对待此类现象
和行径，如果只从现象而不从本质入
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那么长此
以往，必将严重败坏社会风气，让世
道人心变得难以收拾。社会确实到了
必须从根本上重视且提升公民德行与
素养的重要时刻。

这里所说的德行，泛指公民的道
德与品行。按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就是
人们习惯行为中的品格特征。德行绝不
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现实生活中人
们所表现出来的知、情、意、行合为一体
的活生生的人格。总体说来，德行不是
天生的个人秉赋，而是后天日积月累的
生活实践中逐渐养成的。尽管不同族
群、不同阶层、不同职业的行为方式会
有所差异，但社会对人的道德与品行的
要求却是共同的，它在每个公民身上的
表现与所处地位和职业无关，绝不会因
为个人的出身、学历、族群、阶层和社会
地位的高低而相应提高或降低。

中国古人评价一个人的能力、品性
和功过时，总是把德行的好坏放在第一
位。《易》中讲：“君子以制数度，议德
行”，主张以德行优劣用人才。《礼记》
曰：“是故昔先王尚有德，尊有道，任有能”，
强调先王的英明在于崇尚有德行之人；进
而提出“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倡导以
至性至诚问道治学。《左传》有“太上有立
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
此之谓不朽”之说，把立德放在“三不朽”
之首。《抱朴子》进一步发挥，提出“德行文
学者，君子之本也”。到了北宋时期，王安
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总结历代王
朝执政得失后得出结论：“朝廷礼乐刑政
之事皆在于学，士所观而习者，皆先王之
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这都充分表明，德

行在古人关于做人、治学和执政等评价体
系中占据的重要分量。

我们要改变一些人在义与利、言与
行、德与能、勤与绩关系上存在的认知
及行为偏差，就必须高度重视公民良好
的德行养成。首先，社会要切实加强法
规制度建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容
许任何组织和公民凌驾于宪法和法律
之上，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
法必究；同时，又要切实维护和保障个
性独立和人身自由，鼓励创新创造，激
发社会活力，在全社会建立一个公平正
义、法治严明、惩恶扬善、政通人和的良
好公共秩序和生活环境。其次，要加强
普通公民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和道德
观念的目标培育，建构起全社会普遍认
可且共同遵循的行为准则和价值规
范，坚持以正确的善恶观来统领社会
成员在公共领域、职业领域、家庭领
域的行为与操守，借此疏通、调整、
规范与维护和谐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秩
序，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自我完
善，提高全体公民的思想品格、公共
道德和精神境界，努力在全社会营造
出一种崇德向善的良好氛围。再者，
就每个公民个人而言，则必须努力培育
自己做一个合格新时代公民的健全人
格。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21世
纪教育的四大理念，在会学习、会做
事、会共处、会做人上狠下功夫。要树
立科学文化知识的终身学习理念，不断
加强思想道德的修炼和健全人格的养
成，把遵纪守法、明礼诚信、老实做
人、踏实干事作为个人始终不渝的行为
准则，让团结友爱、尊老爱幼、好善乐
群、扶贫济困、诚实守信和见义勇为等
成为人们共同遵循的社会规范。同时，
加强个人的自我约束、自我控制和自我
心理检视，慎独慎微、勤思敏行，严于
律己、宽以待人，确保每一个个性鲜明
的公民都能在宽松而又有秩序的社会大
家庭中和谐相处。这就足可让那些见利
忘义、违法乱纪、坑蒙拐骗、少廉寡耻
的丑恶行为自惭形秽，至少不再有横行
无阻的生存空间。倘若如此，何愁清风
正气不会徐徐而来？

德与行
云 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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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次来到了徽州，走进了歙
县。又一次逛了著名的老街，吃到了
美味的徽州小吃。又一次看到了新安
江和镇海桥，这座桥在几年前曾经被
洪水冲毁。看到这个消息，曾让我惆
怅许久，因为这座桥记录了我30年
前首次的徽州之旅。

徽州，那时候还叫歙县，黄山市
是后来的命名。歙县很古老，歙县出
歙砚，还有著名的胡开文徽墨。

30 年前的会议是因童话而缘
起，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副总编辑王
一地先生，兼着 《儿童文学》 的主
编，是他策划了这次对我来说意义格
外重大的歙县之旅。关于王一地，我
充满着知音难觅的感觉，正是因为他
对我充满信任，让我在上世纪80年
代初期连续做了好几年的 《儿童文
学》作品述评。王一地是胶东儿童团
长出身的老革命，质朴、热情，而且
充满理想主义的事业心。他当年的长
篇小说《少年爆炸队》引起我极大的
阅读兴趣，并著文评介。我们私下交
往并不多，但让我最难忘记的是有一
年他把一盆昙花径直送到了我的斗室
中，这应该是我平生唯一收到的一份
极其珍贵的花卉。我记得几乎用了一
个夜晚关注着昙花一现，至今我仍为
王一地这样的长辈赠送的特殊礼物感
念不已。

就是在黄山的这次童话会议上，
来自北京、上海及安徽本省的一批童
话作家相聚一堂，互相探讨童话艺术
的幽微之处，大家就童话的时代感和
现实性、童话如何张开想象的翅膀飞
翔以及对于外国童话的借鉴等问题谈
得云天雾地，热闹非凡。

我们住在镇海桥头的一所学校
里，条件虽说不上很好，但出得住宿
地便是新安江，所以喜爱游泳的我和
另外一个朋友钱光培先生屡次在新安
江里游泳，尤其在黄昏的时候，在清
凉的新安江水里游泳是一大乐事。我
们游过镇海桥的桥下时，仰天一看，
桥洞里面居然都是蜻蜓的孩子们，又
叫水虿。它们硕大，甚至有几分吓
人，但我知道它们与人无害。在水里
生活一段时间之后，它们便生出双
翅，飞向天空，变成漂亮的蜻蜓。

镇海桥很古老，在当时看来显得
很坚固。我在桥下游过后，远远看见
刚刚下水的钱先生叼着一根香烟，在

暮色里，他嘴边的香烟星火闪烁，很有
几分哲人的形象。

也正是在这次童话研讨会上，我吃
到了美味的黄山烧饼。当时价格很便
宜，它在桥的另一头，就在屯溪的老街
里，有几处卖烧饼的小店。我还曾经在
晨跑的时候，在镇海桥头的早市上看见
一幕奇景：两个渔夫扛着一条巨大的新
安江鱼准备在秤上称，但是鱼太大，而
渔夫的身高显然还差几分，他们就把扁
担竖起来，增高了将近5公分的长度，
才称出了这条大鱼的分量。我凑过去一
看，80多斤，这条新安江的大青鱼给
我留下极其震撼的印象。我知道这条江
上溯远方应该是新安江水电站，也就是
现在的千岛湖，这么大的鱼被渔夫们轻
松捕捉到，并搬到早市上称重，这绝对
是一幕罕见的充满生活趣味的景致。

那次在屯溪，我们参观了歙砚厂，
我用 10 块钱买到了一方小小的歙砚，
同时我们还看到了胡开文墨厂，看到了
松烟墨的整个制作过程。文房四宝里的
砚和墨就这样给我留下了深刻的江南印
象。

那次会议之后，我们几个人径直坐
公交汽车登上了黄山，爬过了鲫鱼背。
在登山时，一个顽皮的同伴带上几根黄
瓜，当我们准备吃黄瓜时，有几位上海
的游客过来要买，于是这个朋友促狭地
以 5 毛钱一根的价格把黄瓜卖了好几
根，于是这成为首登黄山的一次有意思
的商业笑话。

30 年过去了，我又来到了徽州。
在去屯溪老街之前，我们被东道主邀请
参观一处臭鳜鱼加工厂。说起臭鳜鱼，
我一点都不陌生。因为我好几个朋友的
祖籍是安徽，北京有数处安徽风味的徽
菜馆子，臭鳜鱼是当家菜，所以我不止
一次地吃过。今年春节的时候，安徽的
朋友还通过快递寄给我几条美味的臭鳜
鱼，但是我不知道这南方的味道鲜美的
鳜鱼是如何变成奇异的臭味而又引人大
快朵颐的。

这次在歙县，在黄山脚下，终于看
到了臭鳜鱼地道的加工方式。我们参观
的这家工厂，厂房高大，据说每天可以
加工 1.8 万斤臭鳜鱼。在工厂的楼顶
上，竖着两条气势雄浑、引人注目的巨
大的标语，一条是：“徽菜复兴从一条
臭鳜鱼开始。”转脸一望，另一条标语
又映入眼帘，写的是：“臭鳜鱼地方标
准第一起草单位。”能成为地方标准的
起草单位而且排名第一，这个臭鳜鱼的
加工厂让我格外佩服。

匆匆忙忙的参观中，我才知道臭鳜
鱼的制作有三十几道程序，我随便记录
了几条，比如重物压实、恒温发酵、翻
腌续压、抹配料码放、低温速冻、冷冻
储存、成品检验。这些都证明着一个规
范的臭鳜鱼制作企业是如何成为龙头企
业，并把自己的产品——著名的臭鳜鱼
发向全国各地、四面八方。而且听厂里
的员工介绍，他们的负责人是一个厨师
的后人，原来在北京工作，后来因为热
爱烹调转回家乡发展，于是他精心研究
制作臭鳜鱼的各种方式，对臭鳜鱼的传
统工艺进行了自己独特的配方改造，他
还亲自到广东进鳜鱼的原料，同时根据
天南地北不同地区的口味，调配出咸、
辣或者微咸、微辣等等，所以我相信在
北京吃到的臭鳜鱼一定是他们的产品。

相逢臭鳜鱼的源头，舌苔和味蕾便
产生了极大的快乐，晚饭自然是少不了
臭鳜鱼。吃完了臭鳜鱼，我们逛屯溪老
街，老街的变化和30年前相比已经面
目全非，不可辨识，但轮廓依在，小吃
依在，各种各样的馄饨也在诱惑着我
们。走着走着，天上掉起了大粒的雨
滴，我们匆匆忙忙从老街转向桥头，回
到自己的住地。

老街依然是老街，而镇海桥已经重
修，新安江水就这样无休止地流淌着。
30年的岁月瞬间流逝，而我也由一名
青年变成一位白发老人。我感慨着岁月
如流水般的无情和有情，也为屯溪、屯
溪的老街以及留给我们一连串美好的记
忆感到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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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
中鲜明地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使
命任务，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
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物质
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
根本要求，强调坚持以文塑旅、以旅
彰文，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
展。党的二十大报告就文旅融合工作
一起部署，而且全都涵盖在“繁荣发
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部分，为推
进文旅的融合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
确立了根本遵循。

2023年11月6日至10日，全国
政协副主席邵鸿率文化文史和学习委
员会党外委员视察团赴吉林开展“加
强文旅融合，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
业繁荣发展”专题视察。

出发前突如其来的大雪，是吉林
给的第一个惊喜，飞机改乘高铁，视
察团行程没有因为环境变化而改变，
却为此行留足了满满的体验感。

从出山海关就映入眼帘的皑皑白
雪，到火车稳稳停靠在完全的冰雪世
界，有的委员想吟诗，有的委员想抓
雪，有的委员已经开始行动，拍照、
配文、发朋友圈……在主客共享的美
好时光里，这些不由自主的画面，是
委员们迫不及待进入的角色互换，此
刻，我们是委员，也是游客。

在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首
次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之际，视察团
先后赴吉林市、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实地走访了20余个有代表性的文旅
基地和文化单位，深入了解当地文化
产业和旅游产业发展情况，紧扣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的“着力推动
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等

“七个着力”部署安排，重点就文旅
融合建言资政、凝聚共识。

吉林地处中国的东北部，特殊的
地理环境带来了独特的自然生态景观
和文化生态景观，在漫长的历史发展
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关东文
化，“白山黑水”的区域文化特色明
显，历史文化旅游资源类型丰富多
样，对于文旅融合具有得天独厚的基
础条件。

吉林省历史文化资源充足，二人
转、大秧歌始终生机勃勃；文物遗迹
丰富，有长春市的伪满皇宫、通化集
安的高句丽古遗址等；自然景观资源
上，有长白山、吉林雾凇等；旅游资
源丰富，鸭绿江、图们江、松花江、
北大湖滑雪场、长春汽博会、长影世
纪城、农博会……吉林地区文化旅游
资源独具特色，具有文化产业和旅游
产业融合的天然优势。

视察团走访朝鲜族生态村、渤海
古镇、恐龙博物馆，与非遗传承人、
民间工艺师、文艺院团骨干、旅游景
区负责人进行交流、座谈，去博物
馆、群众艺术馆、文化馆等文化空间
观看区域文化展示，体验学习吉林京
剧、吉林满族民俗剪纸、民族乐器。

视察团一致认为，随着人们对高
质量、有内涵的文化旅游需求不断增

长，文旅融合首当其冲成为推动经济发
展和激活文化活力的重要手段，不仅可
以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还能够创造更
多的就业机会和经济效益。文旅融合的
发展，已经成为文化和旅游同频率、共
发展、齐进步的重要引擎。

文旅融合有助于传承和弘扬传统文
化。吉林省作为一个拥有悠久历史和丰
富资源的地区，特定的地域文化具有独
特的吸引力和影响力。文旅融合可以将
地域文化带给更多的人，让他们亲身体
验、真心感受地域的魅力。

文旅融合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和经
济效益。文旅融合不仅仅是文化产业和
旅游产业的融合，更是多维度相关产业
的协同发展。从旅游景区的建设与运营
到文化创意产品的开发与销售，从旅游
内容的深度开发到文化传播和表演活动
的融入，文旅融合为各行各业提供广阔
的发展空间。

文旅融合促进了“人与人”的相连
相通。文旅融合让不同地域、不同民
族、不同信仰的文化得以展示和交流，
增进了人们对自身文化之外的了解和汲
取，跨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为社会带来
了更大的包容性和多样性，让人与人之
间“因认同而跨越不同”。

然而，因资源、地域等因素，吉林
地区文旅产业融合发展也面临着区域整
体旅游意识缺乏、文化资源挖掘深度不
够、文化产业的产业化和创新程度较
低、文化旅游产品的特色和理念缺乏等
问题。

因此，要增强外部动力，给吉林地

区的文旅融合注入一剂强心针。一是技
术的进步创新。文旅产品的工艺和质量
等技术的进步创新，将为文旅产品的设
计与传播带来广阔的前景，也为文旅产
业融合提供必要的外在动力。同时，技
术的进步创新也将反向改变人们对于文
旅产品的市场需求，促使现有的产品更
加适应消费者的需求。二是科技创新下
的万物互联。随着互联网和通信技术的
快速发展，旅游业的市场构成要素、产
业经营范围、企业运行模式、旅游产品
形态也在发生变化，以互联网技术为首
的科技创新为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融
合发展搭建了沟通平台。三是创造宽松
的政策和制度环境。宽松的政策和制度
环境为文旅产业的深度融合提供了外在
的基础和条件，使产业和产业之间的运
营模式和商业模式得以相互交叉融合，
也使不同产业的企业互利共赢，在市场
中表现得更具能量。

需要说明的是，技术创新加上互联
网加上政策环境并不一定就会推进文旅
产业的融合，只有将管理创新、技术进
步、管制放松、政策环境有效结合，才
能使产业之间的融合发展变为现实。

文化旅游是一种内心情感与认知
的共鸣，是以文化为主体的特定体
验，是文化与旅游相结合形成的新业
态，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融合是这
两个产业协同发展过程中最理想的方
式，既可以提升两个产业整合的效
率，又可以与其他产业进行跨界合

作，实现多方的联动效应、跨产业协
作，增加各自产业和产业间的共同发
展空间和竞争力。

于是，有以下几种模式可供参
考：一是积极创建区域整体旅游发展
模式。将目标区域作为一个整体，在
区域整体旅游背景下，搭建旅游发展的
特色文化平台，加快旅游业全要素发
展，通过借助地区的特色文化影响力，
促进文旅产业的深度融合，实现区域整
体旅游业的共建共享。二是以区域资源
优势为导向的融合发展模式。吉林地区
的文旅产业融合应当发挥其独特的区
域优势，我国的冰雪旅游资源主要分
布在东北地区，在冰雪资源禀赋上吉
林相对于其他地区享有着绝对优势，
应当通过恰当的方法将冰雪旅游与当
地的特色文化进行融合，加强冰雪资
源产品的文化创新与研发投入，将文
化产业的相关要素融入冰雪旅游的自
然景观资源之中，展示东北独有的特
色冰雪旅游文化，并且将其转化为特
有的经济优势。三是构建新型文旅演
艺产业发展模式。文化和旅游产业的
融合发展应当遵循客观的市场规律，
根据旅游市场需求的变化，发挥区域
文化特色的项目优势，有的放矢，通
过剧院、主题公园等旅游演艺模式，
在维持自身特点的同时吸收和借鉴，
融入文旅演艺项目中，实现旅游和文
化产业的一体化发展。四是加强旅游
文化产品的设计。将文化元素与现代
旅游商品进行结合，进一步提高文旅项
目和产品的吸引力，在发展旅游业的同
时积极推动文创产品的发展，做好特色
文化衍生品的传播，提升衍生品的文化
价值。五是发展可持续性文化旅游。文
化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是文化旅游资源
进行有效传承保护，也是将旅游、文
化、环境融为一体。每个地区独有的地
域特色和文化都赋予了当地居民一种地
域感和归属感，可持续旅游是既满足当
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的利益，
从而找到准确定位，并在准确定位基础
上对文化旅游资源进行合理开发，最终
实现对文化旅游资源的有效保护。

因此，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融
合是产业转型升级和政府决策支持下
共同作用的结果，只有通过政府、社
会和文旅企业三方的共同努力和实践，
在旅游发展日益成熟的基础上，通过科
技进步来推动商业模式和文化产品的创
新，才能找出一条适合文化旅游产业融
合的发展之路。

难忘的文旅考察之行
刘 广

走过依依惜别的万般时光，
步入迎面而来的寂静暮年。
在夕阳和黄叶一起飘落的季节，
我对人间满怀温情的祝愿。

祝愿每个飞雪飘落的黄昏，
觅食的蓝雀不会徒劳往返。
它们摘走柿子树上金色的灯笼，
为那寒夜点起光亮和温暖。

祝愿长夜里总有一颗星辰，
能引导生命之舟驶向彼岸。
怀着美好希望的人们如愿以偿，
勇敢的探索者都有所发现。

祝愿久违的春风如约而来，
温柔地抚慰劳动者的双肩。
每个细小柔弱的生命不再恐惧，
所有母亲洗去往日的愁颜。

祝愿所有孤勇者不再孤单，
那高贵的青春常存而灿烂。
怒放的生命之花孕育在爱的雪野，
万千候鸟启程在黎明之前！

祝 愿
白 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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