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6日，山东济南。 7月5日夜间至6日凌晨，受
强降雨影响，济南多趟高铁晚点，济南公交东部分
公司连夜派出4趟线路公交车接送晚点乘客，获群
众热赞。 有现场乘客发文称，一出站就看到公交司
机举着牌子引导大家上车，心里一下就暖了。

点评：一个有温度的城市，一个把市民出行放
在心上的车队，为暖心的公交人点赞。

■本期点评 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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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贵州贵阳， 贵阳公交云岩分公司在收
集到252公交车沿线站点菜农意见建议基础上 ，
结合实际创新工作方法， 在早上菜农出行高峰时
段推出了 “惠农专线”。 该路公交每天早上发出两
班公交， 常规线路6点30分发车， 依旧正常为市
民提供出行服务。

点评： 听得进乘客的建议， 并把这件事放在
心上，创新工作方法，“惠农专线”也是暖心专线。

菜农果农进城有专车了
这趟运“蔬”车真的很暖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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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强

人工智能早已不是距离生活遥远的冰冷科技，
而是逐渐渗透到日常生活里， 变成触手可及的现
实， 智能制造将不可能变为可能， 创造出精彩而
绚烂的未来世界。新华社《秀我中国》栏目行走体验
官走进四川天府新区的 “魔法大厦”， 同拥有 “特
异功能” 的 “AI员工” 交朋友。

点评 ： 承认 “AI员工 ” 的同时 ， 也赋予了
“AI” 很多情感， 相信未来人们的生活将会与AI越
来越近。

近年来， 广州市荔湾区为满足老年群体就医
需求， 大力推进 “百医护老” 惠民工程， 加强家
庭病床建设、 优化就医流程， 着力办好 “民生微
实事”。 据了解，荔湾区是广州市老城区，60岁以上
老人有30余万人。 为方便老年人就医， 荔湾区整
合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养老院、 社工机构等资源，
为老年群体提供 “家庭医生—医养结合—家庭病
床” 全链条服务， 畅通为老就医 “最后一米”。

点评： 随着社会老龄化进程的发展， 老人的
就医问题越来越凸显， 整合资源， 医养结合， 打
好组合拳很重要。

宁波人才服务专线曾接到一名 “宝妈” 的电
话， 对方询问有没有可利用午休时间上课的 “午
校”。近日，宁波人才综合服务中心在浙江创新中心
举行“青年午校”开课仪式，80余名青年人才现场
见证学校开课。 据“青年午校”联合发起人、宁波人
才发展集团运营管理部经理助理叶佳介绍， “今
天这堂午校课一推出，一小时内名额就被抢空了”。

点评： 不管是 “午校” 还是 “夜校”， 都是满
足年轻人多元化、 差异化的学习诉求， 也为社会
营造了全民学习的良好氛围。

“青年午校”为年轻人助力
为社会营造出良好学习氛围

高铁不到站 公交不下班
公交夜送晚点乘客获赞

畅通为老就医“最后一米”
“百医护老”守护老年人健康

来四川天府新区
和“AI员工”交朋友

眼下， 拍花、 拍草木、 寄情山水， 焚香、 弹
琴、 围炉煮茶， 听古调戏腔、 练八段锦、 穿新中
式服装……伴随着国潮风的涌动， 越来越多的年
轻人对传统文化展现了浓烈的热爱， 人们亲切地
将这种追逐国潮的新风尚， 称为 “血脉觉醒”。
年轻人通过体验古人的生活方式， 获得闲适与满
足， 为平淡日常增添了几分仪式感。 这期间， 越
来越多的传统 “宝藏” 被挖掘、 被重新看见。

不同于其它来自于影视剧或者新闻事件的网
络用语，“血脉觉醒”最初常用在奇幻小说、热血动
漫中，意思是角色体内某种隐藏的力量突然爆发，
从而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 这个词正好印证了年
轻人身体里被唤醒的对传统文化的热爱， 同时这
个词还隐藏有一种神秘色彩， 勾勒出一个人内心
突然觉醒后表现出的强大力量。

在各处旅游景区， 人们经常会见到身着汉
服、 唐装等古代服饰出入的年轻人， 他们自信大
方的演绎出了当年街头的盛景， 更加彰显了中国
传统文化的无限魅力。

“血脉觉醒”， 让年轻人对京剧、 越剧、 弹
琴、 焚香、 养生、 太极、 喝茶、 插花等传统文化
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甚至热爱程度远远超过前
辈。 笔者就见到一位对茶深爱的年轻人， 他对茶
的热爱到了痴迷的程度。 可以说， 这位年轻人不
是在喝茶， 就是在喝茶的路上。 笔者也曾见到一
位年轻的白领， 家里随处可见各式各样的茶壶，
就连办公室里也放满了各种茶具、 茶叶。 他自豪
地说， 一端起茶壶， 就忘记了一切烦恼和忧愁。
还有一位年轻人， 为了欣赏京剧， 除了经常到戏
院观看各种京剧团的演出外， 还经常跑到公园，
听一些京剧票友的清唱。 从不懂京剧， 到如今痴
迷于京剧， 成为半个票友。 他自豪地说： “这才
是真正的国粹！”

年轻人痴迷于国粹， 并把这些优秀传统文化
加以创新， 使之成为自身前行的内在力量。 笔者
认为， 一个民族的优秀文化， 能够持久地传承下
去， 关键是要得到年轻一代的高度认同。 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 根治于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深厚土
壤中， 有着极大的感召力、 传播力。 如今， 这些
在互联网环境下长大的新一代， 并没有沉迷在互
联网的世界中， 反而通过互联网的窗口看到了中
国传统之美， 不断研究传统文化， 并加以发扬
光大。

年轻人发现， 与那些看着有诱惑力的西方时
髦事物相比， 中国传统文化更有魅力， 让人一旦
接触就欲罢不能， 为之着迷。 有人总结道， 小到
驱暑纳凉的水墨团扇、 精致绚丽的金簪盘扣， 大
到巧夺天工的中式建筑、 秀丽深邃的田园山水，
年轻人的审美意趣正在回归 “中国风”。

有着5000多年历史的中华文明， 早已融入了
年轻人的日常生活， 其给予青年丰富的文化养分
是难以估量的， 所以这份 “血脉觉醒” 之后的力
量将是强大的。 尤其是古人在对待人生、 自然、
生活的处变不惊的态度， 更开阔了年轻人的视
野， 启迪了他们的智慧。

这种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 自豪感， 一旦唤
醒了年轻人的内心， 势必将化作强大的前进力量
和勇气。 我们当然要让更多优秀的传统文化浸润
青年的身心， 有关部门也得拿出智慧和努力， 深
入挖掘一批有益于时代进步和年轻人成长的文化
遗产， 并使之更好地呈现。

年轻人回归“中国风”
传统文化魅力不可阻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