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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脚步临近，快递、家政等服务行业出现不同程
度用工紧张。为保障节日用工需求，人社部近日联合多
部门开展多种形式的岗位对接活动，很多企业更是开出
双倍甚至三倍工资留人。

团圆是春节的最大主题，不管在哪里工作、从事什
么行业，许多人都会选择返乡过年。家政、快递等服务
行业，外来务工人员占比高、人员流动性较大，本就存在
季节性用工缺口，年节更是凸显。但对于服务对象而
言，这些行业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育婴、看护等聚焦一

“老”一“小”，属于刚性需求，实在离不开人。为此，每到
年关，许多城市都会积极推出稳岗措施，一众企业也拿
出真金白银主动留人。实打实的物质保障，确实让许多
劳动者选择留岗过年、错峰返乡，极大缓解了“用工荒”，
确保了春节服务“不断档”。

对于劳动者来说，好待遇固然是重要考量，物质之
外的人文关怀同样不可或缺。确保稳岗留工举措真正
发挥作用，既要拿出实实在在的高薪，让务工者更有获
得感，也要给予切实的关爱和尊重，让他们更有幸福

感。在这方面，一些城市和企业的暖心举措可圈可点。
组织“暖心专车”点对点接送异地务工人员返乡返岗；为
留岗家政人员提供免费住宿与体检服务；通过多种方式
送上真情实意的春节关怀礼包……无论是完善生活保
障，或是丰富精神文化生活，只有拿出有温度、暖人心的
举措，将心比心、以心换心，才能让大家打心底里愿意留
下来。

正所谓“留人在一时，功夫在平时”。从更大视野来
看，尤其是对于城市来说，热情留人不能止于春节期间，
更要把真心用在平时。人才是激发经济活力、提升城市
竞争力的最宝贵资源。而人们喜欢一座城市，除了繁华
便捷、充满机遇等外在条件，还在于一种被尊重、被认可
的归属感。这也意味着，除了在物质层面保障劳动者待
遇，还应在城市生活诸多方面落实“以人为本”，积极回
应各个群体的不同诉求。

用“薪”留人更要用“心”。期盼更多地方以春节为
契机，把“招得来、留得住”的工作做得更细致，实现“人
与城”的发展共赢。 雨馨 来源：北京日报

春节留人用“薪”更要用“心”

2024年12月30日，广州地铁花地湾站一新装修的
出入口外形被市民吐槽像“棺材”，引发关注。随后，该
出入口的争议部分建筑连夜被拆除。近日，网络流传一
份名为《关于花地湾地铁口改造事件的通报批评》的文
件。该文件由广州市万溪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于2024年
12月31日作出。据澎湃新闻采访了解，上述文件属实。
（1月9日 澎湃新闻）

公共空间是城市文化的展示窗口，更是市民日常生
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地铁站的设计原本意在体现木
棉花的特色，却在设计和施工过程中忽略了造型与色差
问题，最终呈现出令人不适的“棺材”形象。这暴露出设
计过程与核验流于形式、脱离当地文化和民众心理认知
的问题。一个成功的公共空间设计，应与当地文化深度
契合，体现民众的情感共鸣，甚至化为城市精神的一部
分，而不是制造争议甚至引起反感。

如何让设计兼顾实际需求和文化表达，更接地气、
尊重民意，而非“接地府”，应是设计团队需要达成的目
标。此次地铁站的造型被吐槽，很大程度是因为设计者
未能在设计阶段广泛征求公众意见。在对公共设施，尤

其是地标性建筑和日常使用较为频繁的设施进行设计
时，应当通过模型展示、公众听证等方式及时获取市民
反馈，而不是等到建成后引发舆论批评才匆忙整改。民
众的参与不仅帮助避免设计走入误区，还能增强大众对
公共空间的认同感与归属感。

该地铁出入口新装修从建成到拆除，仅仅过去了一
天。这样大手大脚地反复修整，耗费的不仅是财力，更
是时间和人力资源。如此拆了又建，建了又拆，不仅拖
累城市建设进度，还容易造成公众对公共管理效率的不
满。公共资源来之不易，尤其是关乎到基础设施建设，
更需要合理规划、审慎设计，力求“一次到位”。

地铁站造型被吐槽虽是小事，但其反映出的设计
与公众脱节的问题却值得深思。公共空间的设计并不
是简单的技术工作，更是一项涵盖文化表达与民意考
量的系统工程，只有真正尊重地域文化，充分听取民众
意见，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才能打造出既美观又实用的
公共空间与设施，让每一个市民发自内心地认可与接
受。

朱一帆 来源：红网

地铁口“棺材”造型被吐槽，公共空间审美需接地气

再过一段时间，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将在哈尔滨
开幕，目前哈尔滨正加紧筹备，努力举办一届高质量高
水平的国际冬季体育盛会。作为我国发展冰雪经济的
重镇，亚冬会为一座城市带来的冰雪运动氛围甚浓，在
哈尔滨乃至整个黑龙江省，冰雪运动正如火如荼地展
开，群众参与热情高涨。

我国冰雪文化丰富多彩。北京冬奥会在申办、筹
办、举办过程中展现出来的胸怀大局、自信开放、迎难而
上、追求卓越、共创未来的北京冬奥精神，弘扬了冰雪文
化，成为中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冰雪艺术领域，
一些地区制作的冰雕、雪雕等作品，技艺精湛令人叹为
观止，展示出高超的工艺和创意。在冰雪民俗方面，冰
爬犁冰雪文化历史悠久，从古至今都体现着人类与冰雪
相融共生的文明创造。在传承发展冰雪文化的同时，应
注重加强冰雪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充分
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和传承人作用。从哈尔滨市
等冰雪文化发展较好地方的经验看，冰雪文化的保护和

利用有多方面做法值得借鉴：注重对冰雪相关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进行详细记录和保护，确保其历史和文化
价值得到传承；通过举办冰雪文化节、冰雪艺术展等活
动，将冰雪文化与现代生活相结合，提升其社会影响力；
为传承人提供一定的资金和技术支持，确保相关冰雪文
化得到有效传承；通过加强培训，推出一批新的冰雪文
化传承人，确保冰雪文化的连续性和创新性。

传承发展冰雪文化，发挥优秀运动员榜样作用不可
或缺，他们是杰出的冰雪健儿，更是弘扬中华体育精神
的文化使者。可通过组织开放日活动，邀请冬奥会冠
军、世界冠军，结合各地冰雪运动场馆向公众开放，邀请
青少年等冰雪运动爱好者和从业者近距离与优秀运动
员交流，接受高水平的指导，激发并提高他们对冰雪运
动的兴趣和热情。还应支持更多社会力量创作以冰雪
文化为主题的文艺和影视作品，创作更多优秀文化产
品，展示优秀运动员的体育精神，不断丰富体育文化产
品供给。 马维维 来源：经济日报

创新机制传承发展冰雪文化

冰雪运动可以
使参与者强身健体，
愉悦心情，还能够创
造并分享极具魅力
的冰雪文化，激发出
独特的经济发展活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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