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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相
评说

文化遗产保护要彰显城市个性
□ 陆 晟

最近被媒体报道的一条条靓丽的步道
惊艳到，这些步道也不断刷新无锡城市的
颜值，真的是没有最漂亮，只有更漂亮。作
为一个无锡市民，幸福感不断提升。

如果说高速公路、快速路、主干道构成
了一个城市的大动脉，那么这些蜿蜒在城
市各个角落的步道以及那些长长短短的巷
子，就是城市不起眼却不可或缺的毛细血
管。相对于车水马龙流光溢彩的大道，笔
者更喜欢穿街走巷，在步道上体验双脚叩
击大地的踏实感，感受晨风、阳光拂过肌肤

的舒适度。就自身的观察来说，相对于驴
友热衷打卡的山林古道和美不胜收的彩色
跑道，无锡的步道建设还需要在功能和亲
民上不断加持。

前段时间“无锡有腔调”微信公众号微
调研发布的信息，其中点到名的20条步

道，几乎都远离人居密集地，与山水为伴，
去这样的步道游玩，会让人有一种远离尘
嚣的感觉，充分领略大自然之美，人的身心
也会得到放松。但市民日常生活中接触比
较多的还是小区附近的步道，现实情况是，
由于缺少前期规划、道路空间不足，使得这

些家门口的步道在颜值上、行走舒适度上
都比建在郊野的网红步道逊色不少，需要
着力改造提升。

一边是景色秀丽、功能较完善的郊野
步道，一边是城区里一条条逼仄甚至行路都
难的人行道，反差较明显。因此，在步道建
设上，既需要加大投入，又要做好平衡，特别
是加大对居民区附近步道的投入力度，提升
周边绿化景观，采用新型透水材料铺装路
面，让市民能更便捷地享受步道所带来的幸
福感。 （作者单位：无锡市人社局）

步道建设需要更多功能加持
□ 邢瑞莱

步道按其所处的地理位置、承担的功
能，可以衍生出多种类型。如何让步道成
为锡城大地绽放的五彩花朵，各美其美、美
美与共，在传承历史文化的同时，展现出别
样的时代活力和靓丽风采？可以在塑形
态、显个性、强文化上集巧思、想妙招，走多
元化发展之路。

保持多元化的形态。因地制宜，尊重
地貌特征，遵循地理脉络，尊崇自然肌理，
步道形态的多元化就有了保证。形态多
元化的步道可以提供给市民更大的选择
空间。如军嶂古道、龙山步道等穿山越岭
的步道，顺着山岭起伏而设，要在保护好
原生态环境的基础上，挖掘乐山的意蕴。

环蠡湖步道、梁溪河步道等沿湖、沿河的
步道，循岸线蜿蜒而行，可以把重点放在

“零距离”的体验上，激发亲水的乐趣。一
些乡间步道穿弄过巷，延伸到田间地头，
要保留好烟火气和泥土味，升华耕读的底
蕴。而那些围绕商业街区而设的步行道，
更应该把“嗨点”放在打造商业环境、增强
消费体验上，让人们充分领略城市繁华之
美。

塑造多元化的个性。鲜明的个性是步
道各美其美的前提条件。这方面锡城有很
多成功的案例，比如，有“以花为媒”的，阳
山十里桃林中的桃花步道美轮美奂，金匮
公园内的樱花步道落英如雪，管社山庄内

的荷花步道出尘脱俗。有“以林为引”的，
宜兴龙池山自行车公园内的步道舒缓清
新，穿越竹海的步道曲径通幽。还有“以景
为筑”的，锡城步道随处可见的依水而建的
榭舫、靠山而立的楼台、穿越水面与山谷的
廊亭等，本身自成一景，又是观景打卡的绝
佳之处。“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精”
是塑造步道个性的核心所在。

挖掘多元化的文化。文化是步道活力
的源泉，步道建设的多元化离不开文化的
多元化。对于古道的开发利用，可以聚焦
历史脉络，挖掘人文底蕴，打通连接古今的

“时光隧道”。对于乡村步道建设，可以讲
好乡贤故事，发掘耕读传家经典，为老村落

植入新内涵。对于休闲观光为主的步道，
则可以收集名人传说、旧闻轶事等，让风景
点更有文化范。湿地、林地内的步道，可以
结合鸟类、鱼类、植被等科普知识的普及和
宣传，增强趣味性、观赏性等。总之，无论
何种步道，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理念
和文化都应该得到推崇发扬。

希望锡城步道成为可触碰、可融入、可
感悟、可追忆的乐享之所，成为亲切、可人、
生动、美好的城市记忆，承载起市民故土家
园的浓厚“乡愁”和大家身边的“诗和远
方”。

（作者单位：滨湖区蠡园街道隐秀苑社
区工作站）

步道贵在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 向 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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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物质的与非物质的文化遗产都是形成一座城市记忆的有力物证，也是一座城市文化

价值的重要体现。无锡在保护和利用历史文化资源时，要注重与城市特色的紧密结合，如：提

升古镇文化内涵、做强工商名城品牌、植入科技创新元素，让市民和游客更深入地了解无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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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日报时评版开设有多个互动栏
目，欢迎机关干部、专家学者、企业界人
士及市民读者来稿参与互动，可微信扫
码关注“无锡有腔调”公众号了解相关话
题更多内容，QQ扫码加入“锡报快评”
讨论群参与互动讨论，稿件、视频、图片
可发至邮箱 wxbdpinglun@163.com，优
稿优酬。本版稿件择优在无锡观察APP

“观山路”频道和无锡新传媒网“观山路”
频道同步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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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回放：今年7月，苏州市开展文
明楼道建设专项行动，重点抓好小区楼
道设施改造、卫生保洁、秩序管理和文
明实践等工作，推进文明典范城市创
建。目前，太仓已建成文明楼道1400余
个，其中文明示范楼道达150余个。通
过文明楼道建设，小区楼道不仅环境大
变样，还成了居民交流的重要平台。

（据《苏州日报》）
快评：楼道在小区中属于公共区

域，而公共区域的管理历来都是社区治
理的重点和难点问题。有的楼道长期
堆满废旧自行车和废弃的桌椅等杂物，
满是灰尘，让原本狭窄的楼道更加逼
仄；有的楼道布满电线甚至违规安装充
电箱，一旦发生火灾，后果不堪设想。
这些在居民小区尤其是一些老旧小区
长期存在的楼道安全和卫生问题，既是
难以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也是市民
家门口十分常见并希望得到解决的问
题。苏州市通过文明楼道建设，小区楼
道不仅环境大变样，还成了居民交流的
重要平台，这种经验值得借鉴。

楼道文明不仅关乎居民的居住体
验，也关系到城市的文明程度。楼道是
文明创建的重要一环，加强文明楼道建
设，有利于提升小区居民文明素质，提
高社区文明程度。一个外表光鲜亮丽，
楼道却脏乱差的小区，不可能是一个文
明小区。眼下，无锡正在着力打造最干
净城市，打造干净整洁的楼道、干净的
小区，正是题中应有之义。保持楼道的
干净整洁，开展专项行动只是第一步，
还要做好建章立制工作，并推动居民养
成良好的行为习惯。有的楼道前脚刚
把杂物清走，后脚又有居民开始乱堆乱
放。居民良好居住习惯的养成过程，也
是文明素养提升的过程。有了每一个
人的支持参与，才能让小楼道带动城市
大文明。 （王皖杰）

让小楼道带动大文明

暑期是后备厢经济比较红火的时
期，各地为促进消费而举办的狂欢之夜
活动，又助推了后备厢经济的火爆。经
常看到在人流量比较集中的街头路口，
车主打开后备厢，有日用百货、零食小
吃、玩具布偶，甚至还有现场制作的美
食，琳琅满目的商品就这样呈现在行人
眼前。走过路过散步纳凉的人，说说笑
笑围了一圈。

后备厢经济，说白了其实就是利用
汽车后备厢搞的经营活动，囿于条件，
一般规模都不大，其作用更多体现在丰
富城市的生活体验，释放一定的消费需
求，满足人们的社交愿望等方面。同
时，这种小打小闹的经营活动，也为经
营者带来了经济收入，在一定程度上缓
解了疫情对家庭和个人的影响。从这
个角度来看，后备厢经济有其存在的积
极意义。但不可否认的是，此种经营方
式有其特殊性，监管环节不可缺失。

首先，疫情防控最重要。疫情防控
一刻不能放松，经营者要严格规范地做
好核酸检测。货品进货渠道要清楚明
了，符合有关规定。虽说后备厢经济给
受疫情影响的城市生活增添了烟火气，
但容易造成人员聚集。尽管是在室外，
仍需严格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万不可存
在侥幸心理。

其次，后备厢经济的发展要符合城
市治理的要求。车主往往是把车往路边
一停就开厢营业，基本上都没有固定的、
安全的经营场地，更像是流动摊贩。还
可能因占道经营影响交通秩序，带来交
通安全隐患。有些经营者随手丢弃垃
圾，破坏市容市貌，增加了环卫工人负
担。所有这些都给城市治理带来一定的
困扰。有关部门可以开辟专门的营业场
地，限制商品的经营范围，规范经营者的
行为，为城市文明保驾护航。

最后，食品安全问题同样不容忽
视。有的经营者售卖零食小吃，还有现
做现卖的，但有无食品经营许可证，有
无相关资质，这是个问题。同时，开放
的加工场所也无法保证食材、厨具、餐
具的卫生，增加了引发食品安全事故的
风险。另外还容易带来消费者权益受
损的问题，随卖随走，导致消费者缺乏
购物凭证，当其权益受损时，很容易陷
入维权困境。

后备厢经济，考验着城市治理者的
智慧，需要多部门通力合作，共同推出
有效举措。同时，经营者也要切实履行
好自己的职责，让后备厢经济步入健康
发展的轨道。

（作者单位：江阴市晨光实验小学）

后备厢经济
不应存在监管盲区

□ 孙建兴

在前段时间举行的无锡城市更新思享会
上，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单霁翔在现场就如何
做好文化遗产保护分享了自己的观点。他认
为，从文化景观到历史街区，从文物古迹到地
方民居，从传统技能到社会习俗，众多物质的
与非物质的文化遗产都是形成一座城市记忆
的有力物证，也是一座城市文化价值的重要
体现。尊重文化遗产，让文化遗产有尊严地
存在，才能实现真正的文化遗产保护，才能激
活文化遗产在新时代的价值。

无锡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遗
存丰富，在文化遗产保护上做了大量富有成
效的工作，但如何传承和利用好这些历史文
化资源，还有不少值得研究和提升的地方。
真正的文化遗产保护必须是能融入当下人们
生活的。目前无锡的各级文保单位定期都会
得到修缮维护，但是和老百姓的生活联系度
还不够，特色也不够鲜明，吸引力不足。为了

使文物保护事业融入经济社会发展之中，让
文物保护的成果惠及广大民众，无锡市文广
旅游局研究制定了《无锡市“百宅百院”活化
利用工程三年行动计划（2022-2024）》，力争
到2024年底累计打造100个以上活化利用
典范，今年首批推出43个样板。

目前东林书院“东林拾忆”推出许多系列
的子活动，参与性很强。锡剧艺术中心常态
化推出锡剧经典折子戏的演出，是感受吴侬
软语的好地方。荡口古镇会通馆进行了全新
的展览提升，增加全新的数字互动技术，给游
客带来不一样的感受。以上都是很好的尝
试。除了“百宅百院”的活化利用，无锡在保
护和利用历史文化资源时，还要注重与城市
特色的紧密结合。

提升古镇文化内涵。无锡有不少古镇，
在修复利用时要彰显文化特色，避免同质
化。以惠山古镇为例，它是无锡的一张城市

名片，是世界文化遗产大运河的重要节点，也
是江南水乡古镇联合申遗中的一个古镇，被
誉为“露天历史博物馆”，重要性不言而喻。
在对惠山古镇的保护传承中应着力提升其文
化内涵，增强江南水乡古镇特色，完善历史文
化街区文旅功能。可以把无锡所有非遗项目
和老字号在惠山古镇进行集中展示，这些都
是最无锡的东西，也是无锡区别于其他城市
的文化核心资源，进行集中展示有助于让市
民和游客更深入地了解无锡。

做强工商名城品牌。2006年在首届中国
工业遗产保护论坛上通过的《无锡建议——注
重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工业遗产保护》，是我
国工业遗产保护领域的里程碑性文件,明确了
工业遗产的概念、工业遗产的保护内容等细
则。位于无锡的中国民族工商业博物馆，则是
全国工业遗产保护先行先试的典范之作。以
几大民族资本集团为龙头的无锡民族工商业

群体，形成了棉纺织业、缫丝业、面粉业等三大
支柱产业，其又与米码头，布码头，丝码头紧密
联系，留下了故居、园林、古桥、老厂、学校等众
多遗迹。无锡在城市更新中应充分保护好这
些资源，同时要因地制宜进行活化利用，让老
厂房、老码头等焕发新的活力，这对做强无锡
第一工商名城的品牌也很有意义。

植入科技创新元素。无锡在物联网领域
起步较早，数字技术应用场景较丰富。无锡
国家数字电影产业园被誉为电影梦工厂，以
现代影视科技为定位，大力发展以数字影视
为龙头的数字文化产业，在影视制作领域有
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文化资源的传承利用
中也应充分利用好优势产业和前沿科技，推
出一些沉浸式、体验式演出项目，让文化优势
资源插上科技的翅膀，“飞”得更远，让更多人
知晓。

（作者单位：无锡博物院）

热闻
快评

现在网上购物越
来越普遍，但也要注意
对消费者个人信息的
保护。目前虽然有个
别快递公司推出隐私
面单，通过二维码或条
形码替代用户的关键
信息，但普及率并不
高。这主要是因为快
递员嫌读取信息麻烦，
许多消费者个人信息
安全防范意识也不高，
在寄件时容易漏选“信
息加密”等功能。做好
快递面单上的个人信
息保护，需要相关部门
加强对快递企业的监
督指导，也需要消费者
提高自我安全防范意
识，这样才能让线上经
济更健康地发展。
（洪萍 文 / 罗琪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