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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话题：如何规范上门养老服务？

随着社会发展，老年人的精神需要越来越多，也因此带火了一批上门养老服务，如上
门拍写真、适老化改造设计、上门助浴、上门代厨、代写回忆录等。而与过去中年人护理
老年人不同，一批“95 后”甚至“00 后”开始进入养老服务行业。对此，有人点赞，也
有人质疑安全性。您如何看？如何规范上门养老服务？                                                     

传统年俗如何与时俱进
在传统年俗里，给压岁钱、燃放烟花爆竹是必不可少的内容之一。但随着社会发展，线上

支付形式逐渐普及，烟花爆竹禁燃禁放也日渐扩大范围及时段。有人认为，如此就没有了过年

气氛，缺少了“年味”；也有人认为，可以用电子贺卡、电子鞭炮等形式代替。对此，您如何看？

传统年俗如何与时俱进？

孙维国：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在发展中进步，才是传
承传统年俗的正确打开方式，也是过年真正该有的“年味”。

胡印斌：好的年俗当然要与时俱进，如果一味拿一成不变的传统
来硬套当下的生活，未免格格不入。这也意味着，有必要发掘、养成
新的年俗，以接续传统、传承文化、熨帖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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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明网苏彦：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年
俗与时代的关系亦如此。如果不能顺应时代的潮流，赋予年俗传承与
时俱进的时代感，而是一味刻板守旧，只会适得其反；而当我们采取
这样的顺应态度时，就能感受到其中的魅力，年俗也会因为有了与时
俱进的时代感而熠熠生辉。

《河北日报》周丹平：让传统文化找到现代表达，是文化传统生生
不息、文化血脉绵延相继的必由之路。这就意味着，传统节日的形式
不能永远停留在昨天，也不会永远是一种模式，其文化内涵会借助崭
新的表现形式，演变成新的节庆习俗。在去除陋习的基础上，探索并
不断完善文化传播形式，使之符合现代人的思想要求和审美情趣，就
能为传统节日文化的创新发展注入源头活水，让传统节日更有生命力，
让传统文化的传承发扬之路更宽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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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宣威市秦柯棋：过年过的是心境，不是动静，缺少“年味”
缺的不是烟花爆竹，而是与时俱进、丰富多样的年俗活动。年俗的与
时俱进应重视精神内核，丰富其载体和形式，让人民群众的选择多起
来、活起来，“年味”自然也就浓了。

广东省清远市马忠：传统和习俗并非就意味着因循守旧、一成不
变， 只有让传统习俗在时间延续中找到与当下的最佳结合点，真正做
到与时俱进，才能体现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彰显习俗的内在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