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 年夏天的呼和浩特，要比往年
热一些，随着疫情后的繁华再现，处处
让人心旷神怡。

草原文化节、文博会、产业转移发
展对接活动、世界蒙商大会、健康产业
论坛……一系列富有北疆文化特色的
活动，一幕幕激情四射的开场歌舞，一
段段发自肺腑的致辞，一项项庄重诚挚
的签约联手，让盛夏的青城更加热火朝
天。

不过，这种热度，
不是热气升腾的自然
之热，而是热情、热烈、
热议的人气之热，是人
的情绪的释放。

这几天，在城郊的
敕勒川草原会议中心，
草原都市所特有的丝
丝凉意，让参加会议的
各路宾朋对这座“五
宜”之城备感惬意与爽
快，瞬间萌生了在这里
兴业发展的冲动。

什么是“五宜”之
城？“五宜”之城的亮点
在哪里？答案应该在百
姓心里。

这几天，听听市民
们的街谈巷议，你会蓦
然发现，更多更热的话
题，是他们对这个城市
的宜居之感。因为是一年一度的高考
季、毕业就业季，宜业宜学的话题自然
也在其中，也是因为能悠闲乘凉、无忧
无虑茶话的都是老年人，加上刚刚给退
休人员调整了养老金，宜养的话题也很
热烈。

正是旅游的季节，各家景点游人如
织，酒店饭馆熙熙攘攘，成了景点之外
的又一道独特风景，“宜游”的命题，在
这里也有了很形象的注脚。

此时此刻，你会击掌顿悟，“五宜之
城”，这个由城市管理者们提出的建设
目标，与市民们的感受很自然地联系在
了一起。

其实，近两年提出的“五宜”之城建
设，早已深入人心。就在笔者居住的小
区门外，有一排临街门脸儿，其中有一
户是乌兰察布市来呼和浩特打工的一
家三口，开着理发店，在呼和浩特市居
住有十几年了。

谈起这十几年的经历，大人和孩子
都是满脸的喜气，提到他们在呼和浩特
得到的市民福利，如数家珍。

玉泉区政府的廉租房，他们赶上
了；孩子念书也享受了进城务工人员子
女的 9 年义务教育，去年以 450 多分考
进了十八中；他们的小理发店是免交任
何税费的摊点，挣多少都是纯收入；父
母养老除了家乡的一份农村养老金和
土地流转收入外，街道上还安排他们做
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儿，也有一些收入。

如果说“五宜”的话，“宜居、宜业、
宜学、宜养”他们都有了真切的体验。

“宜游”呢？每年春节可以回老家看看，

也能领略回乡之路的风景，特别是能形
象感受到近十年日新月异的变化。

今天，像我们眼前每天能看到的这
些新的城市市民，在呼和浩特举目皆
是。有的说是 20 万，有的说是 30 万，还
有的说是 50 万。这里，多少万，没有什
么区别，值得思考的，是这一群体对“五
宜”之城的感受，应该是让人最信服的。
他们给出的“五宜”答案，最准确、最鲜

明、最生动，他们的心满意
足，也是对“五宜之城”最生
动的诠释。

道理很简单，“五宜”之
城，是一种最真诚、最接地气
的表达，大实话、大白话，不
用加以说明辅导，也不用有
识之士去解读，谁也明白宜
居是一种什么状况，宜业是
一种什么感受，宜学是一种
什么情形，宜养是一种什么
存在，宜游是一种什么体验。
这样的定位表述，直白得多，
直观得多。

作为政府与老百姓联系
的一个庄严承诺，软表达、口
语化，是最实用、最管用、最
能让人心领神会的。回想当
年，中国革命艰苦的岁月，那
一句“打土豪、分田地”，唤醒
了千百万群众的觉悟；还有

“三个有利于”“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
斗目标”等，一样的通俗简
明，又是一样的大道至简、气
势如虹，一脉相承、初心如
磐。

“五宜”之城的建设目

标，之所以很快家喻户晓、直抵人心，还
在于从中能看到决策者们的价值取向。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们听到最多的是谆
谆教诲：“我们的目标就是让全体中国
人民都过上好日子”“人民是我们党执
政的最大底气”“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
最高位置”“我将无我，不负人民”。人
民，不仅是我们夙夜在公的思虑，也是
我们作决策、定计划的唯一出发点和最

终归宿。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就是最精辟
的概括。

如 此 看 来 ，“ 五
宜”之城的建设目标，
不仅仅是一种表达，
更是一种情怀，一种
深深的牵挂。当一个
工作主题一旦为老百
姓所认同，成为一种
主流社会舆论，就能
把所有的社会良知和
社 会责任都融入进
来，化作巨大的精神

力量，去推动社会的和谐稳定和繁荣进
步。这是因为，这种表达、这种情怀、这
种责任，不仅仅是来自决策层的设计，
更是来自社会所有群体的巨大回声，是
呼和浩特市各族群众的欢欣鼓舞，交口
称颂。

“五宜”之城的建设，从决策角度深
一层观察，还包含着完成重大使命的辩
证思维：筹谋于“大”，践行于“小”。人们
都清晰地记得，每年的呼和浩特市委全
委会议、年度两会，以及其他重要时政
活动，都有重大的决策、规划、意见出
台，用大手笔、大事业、大格局、大动作
来概括这些举措和行动，还是很贴切
的。崇尚“大”的理念，能鼓舞人心，让我
们凡事从大处着眼，大刀阔斧，居高临
下，大展宏图，进而把每一项事业做大
做强。追求“大”的取向，完全符合中国
文化传统的基本精神。

然而，“五宜”之城的建设进程表
明，决策者们并没有忘记天下大事必作
于细的辩证法。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
里之行，始于足下。大处着眼，与之相约

相随的是小处着手，才能积小胜为大胜;
大处着墨，与之相配套的是细节点缀，
才会有一幅幅美丽的图画；雄才大略，
只有躬耕于精微，才会玉汝于成、大有
作为。

“五宜”之城建设，呼和浩特不仅有
总规划、总目标，还有一点一滴的细节
要求，还有诸如改造老旧小区、打通断
头路、完善供热体系、优化人居环境等，
这一件件细小民生问题持续改善。笔者
从几次领导接访日中的相关信息中得
知，城市管理者们在关心整体利益的同
时，并没有忘记一些困难群体的诉求；
关注全局舆论的同时，更能倾听弱势群
体的声音。“大”与“小”，关系辩证，互相
依存，互为因果。这一哲学思想指导下
的“五宜”城市建设，已经走上了一条把
事业扎实推进的科学之路。

作为一名老宣传工作者，也从“五
宜”之城建设中，悟到了对新闻舆论工
作的一点启示。这就是，不管宣传哪一
项工作，哪一项成果，都要讲明白与老
百姓的根本利益和悉心关注有什么联

系，讲明白不同层面的群众能从中得到
什么好处，就是我们常说的上接天线，
下接地气，故事化陈述，情感化表达。有
了故事，有了情感，答疑解惑、晓以大
义，自然水到渠成了。

“五宜”之城建设的每一“宜”，因为
与群众利益息息相关，再美的辞藻，再
精彩的表达，在真实的生活面前，也是
枯燥单调的。因为“五宜”的任何一端，
一经提及，不管是在哪一层面工作生活
的群体，都会一点就通，即刻伸出拇指
点赞的。作为一名退休老人，为
之击掌呼喊；作为一名老新闻工
作者，为之鸣锣开道，亦在情理
之中。

是为“五宜”之城随
想，愿与关心热心它的人
共享共勉。

（本版图片
均为资料图片）

本报已用 5 个整版展示了首
府“五宜”之城建设的全貌，本期刊
登一篇综合性文章，对“五宜”现象
进行深度解读，对这一主题宣传进
行小结。

诚然，对于不断奏响尽善尽美
乐章的“五宜”之城，这些报道远远
不够。因为任何文字的描摩，与新
时代首府面貌日新月异的变化，总
是难尽其意，总会有一定的距离，
好在我们关注不怠，步履不停。作
为媒体人，我们将把使命职责时刻
铭记在心，紧跟时代前行的步伐，
写出更多贴近实际的报道，永远站
在主流舆论引导的前沿，来
回报首府各族人民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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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微知著看“五宜”
■直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