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7月3日 星期一6 值班编委：黎良图 值班编辑：周秀 值班校对：符莉萍 www.sanyarb.com.cn
新闻·时评

（本版言论只代表个人观点）

本报时评

本版“读者来论”互动专区
欢迎读者赐稿。

投稿邮箱：
963880825@qq.com

八面来风

大家@说

打“怀旧牌”
何尝不是一种新思路？

郁美净、北冰洋、义利……如今，越来
越多的老品牌受到追捧，专门销售“80 后
怀旧用品”“90 后怀旧食品”的小店屡见
不鲜。一项调查显示，66.7％的受访者生
活中会为了“情怀”消费。（见 6 月 27 日《中
国青年报》）

套 用 歌 词 ，情 怀“ 是 一 种 很 玄 的 东
西”，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体会和理解，但共
同的一点是，某些物件或情感总能与自身
过往有一些关联和契合，产生共鸣。近年
来 ，“ 情 怀 经 济 ”日 渐 在 国 内 兴 起 ，既 有

“情怀卖点”，也有“情怀消费”。比如，市
场上越来越多的国产老品牌受到消费者
追捧，同时也出现了专门销售带有时代烙
印商品的店面，不少人对老品牌情有独
钟，甚至单纯为了“情怀”去消费。

实际上，“情怀消费”背后折射出人们
的一些复杂心理。比如，对旧时光、慢节
奏生活工作状态的留恋——有人坚持使
用钢笔，有人坚守并不盈利的修钢笔店
铺；对商品物美价廉的期待——过去的商
品质量好价格低，有些一用几十年都不会
坏，这与当下一些商品质量与价格的脱节
形成强烈反差；对优质品牌的认可和拥护
——一些老字号和国民品牌拥趸者众多，
有些商品全家老小都青睐；对个性化表达
的需求与追求——不少人喜欢与众不同，
选择那些不随大流的老品牌、老物件，既
是“情怀牌”，也是“个性牌”……此外，商
家为实现差异化竞争，从装修风格到产品
形态等，打“怀旧牌”的同时也可以巧妙地
引领风尚。

某种角度说，“情怀消费”其实为“双
创”背景下的创业者、经营者如何开展差
异化竞争，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启示——产
品究竟要用形态吸引人？还是用故事打
动人？真正为产品找到卖点，才有望赢得
商机。同时，知识产权保护必须时刻印在
心里。国外一些百年老店长盛不衰，一个
重要原因就在于品牌意识和知识产权的
保护，而我们的一些优质国货却因相关法
律和观念不那么深入人心，而长期在市场
上裸奔，甚至惨遭淘汰。

有情怀、拥护老牌子当然是好事，但
市场需多元并存，形成良性竞争，这就要
求商家推陈出新的同时，注重整个行业的
发展创新，为诞生更多“百年老店”提供可
能。 （工人日报 吴迪）

逢毕业季,一篇“为何学校打印店
老板多是湖南人”的北大博士“神论
文”,再度在网上火了起来。北大博士
冯军旗 10 年前在《新化复印产业的生
命史》论文中,关注到各地打印店里总
有湖南口音的现象,从而发现湖南新化
县输送到祖国各地的打印复印军团占
据了全国市场份额的 85%,在这背后是
具 有 中 国 特 色 的“ 产 业 扩 散 型 经
济”——以亲戚、师徒、同乡关系相互
支持并竞争,血缘、地缘和地方文化在
发生着决定性作用。(“新华每日电讯”
6 月 26 日微信公号)

网友围观的重点,在于北大博士选
题的“奇葩性”。但是,认真研读内容就
会发现,貌似奇葩的选题背后有非常值
得挖掘的深刻命题:在乡土社会依然占
据绝对比重却不断被冲刷、式微的当
下,我们不能简单用现代性来描述社会
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公序良俗、血缘地
缘、乡土文化,仍然是很多农民个体在
外出发展之时抱团抵御风险、超越心
理恐惧、借力获得机会的重要力量。

以现代性为主导的社会发展理论,
容易把社会假想为陌生人之间的契约
规则,容易简单否定以血缘关系为代表
的传统亲情的作用,从而忽略这种力量
的存在。但在社会实际运转当中人们
会发现,“陌生人社会”并没有完全到

来,在个体的选择上,因为阶层的弱势、
资源的稀缺、安全感的匮乏,相对底层
的群体更愿意相信亲情,更习惯于抱团
寻找机会、抵御生存风险。

女博士黄灯在其著作《大地上的亲
人》中,详细描述了婆家、自己家、外婆
家所在的三个村庄家族的人世浮沉,动
情而且真切,曾在网络上引起强烈反
响。我读这本书的时候有一个强烈的
感受:书中记录的底层村民,进城打工、
养家糊口基本都是靠亲戚关系、老乡关
系迈出了第一步,在打拼过程中互相依
靠,互相借力,形成了一个命运共同体。
否则,他们完全不敢只身去面对这个社
会,充满不确定性,充满不安全感,稍稍
遇到挫折,便无法立身。不管你承认不
承认,这都是一种真实而有力的存在。

乡村熟人社会有它的弊病,但也有
它的魅力。前段时间电视剧《白鹿原》
播出,给人最大的感受,就是在宏大的
社会叙事背后,公序良俗对于社会运
转,起到了一种很重要的作用。即便时
至今日,在背靠农村,面对大都市的时
候,起码也是一种稳压阀、润滑剂,能稳
住许多东西,能在钢筋水泥的城市森林
里找到一份依靠。

除了打印店的“新化现象”,还有
“沙县小吃现象”,一些先进入城市开拓
市场的带头人,起到了很好的示范效

应,赚取第一桶金之后,“兄带兄、弟带
弟、师傅带徒弟”,自发地形成一种类经
济联盟,很快就以家族、邻里、同乡的倾
巢出动,磕下了一条不易发觉的生财之
道,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沿着血缘关系、
亲缘关系、地缘关系等关系网络迅速
扩散,这是中国乡土社会背景下,摆脱
家族贫困命运、发家致富的特殊路径。

不必谈什么高深的经济理论,也不
需要太多行政之手的干预,循着市场需
求走,跟着情感纽带干,竟然也可以做
出如此有创造力、生命力的“创业”。
了解市场然后扩大市场,确定路径然后
阶梯式升级。普通老百姓在求生存的
过程中所爆发出的创造力也不可低估,
这种商业复制模式,降低了农民个体从
零做起的成本与风险,提高了参与创业
者的安全感,因为脚踏实地,更可能做
到市场最强。

不要小瞧乡土社会自发形成的类
经济联盟,有些东西用好了,发挥对了,
就可能成为一种特别的发展动力。地
方政府应该懂得如何借力使力,在目前
城乡发展尚不均衡的现状下,在全面扶
贫、发展新农村经济的当下,应该创造
更多的条件,让这种带有原生性的动
能,以更多更好的方式被激发出来。这
也正是这个看起来有些“奇葩”的博士

“神论文”带给人们的别样启示。

近日，有文化产业集团与旅游规划研
究机构通过调查研究发现，目前国内大部
分旅游景点的重游率不容乐观，如何在做
好初次到访率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提高
重游率，已经成为摆在景区、景点面前的
现实问题。

旅游重游率是指对某一景点两次及
两次以上到访或参与活动的游客占所有
游客的比率。重游率是从旅游需求的角
度出发，由观光旅游提升为休闲旅游的重
要指标。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人们收入水平及消费结构的不断提高和
改善，旅游支出在消费支出中所占比重逐
年增加，以休闲、娱乐为主要目的的休闲
旅游逐步兴起，成为人们调整身心、放松
精神的新选择。在此背景下，旅游产业结
构也由单一的观光型向度假型转变。

暨南大学旅游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
长董观志认为，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到 1999
年开始施行黄金周休假制度，国内旅游需
求基本都是观光旅游，作为旅游需求的开
始阶段，一般来讲就是“吃、住、行、游、购、
娱”。2000 年开始，井喷式的旅游需求开
始颠覆观光旅游的思维方式。旅游业从

“以线串点的要素经济”跨越到“围点打援
的载体经济”：有风光美景的地方，就叫风
景名胜区；没有风光美景的地方，投资仿
建风光美景，就叫主题公园。这些围栏卖
票的风景名胜区和主题公园区就成为休
闲旅游的重要载体。

休闲旅游是观光旅游的升级版。从
旅游需求的角度讲，观光旅游往往是长途
跋涉，耗时、耗力、耗经费，一次性消费的
概率比较大。而休闲旅游往往是在常住
地周边地区活动，付出的时间、精力、经费
成本比较低，重复性消费的概率较大。所
以，休闲旅游的载体经济与观光旅游的要
素经济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重游率。

大家熟知的迪士尼乐园、环球影城等
世界主题公园深耕旅游载体经济，挖掘的
就是重游率。据调查，日本东京的迪士尼
乐园重游率高达 83.6%。现在，国内很多
地方开始重视重游率，促进观光旅游向休
闲旅游的进一步发展。这也是最近 10 多
年国内主题公园建设热火朝天的原因之
一。

国内外学术界普遍认为，影响重游率
的因素主要有四类：景区特性、替代景区
的特征、游客个体特征以及游客在该景点
的游览历程。这些因素是休闲旅游的重
要方面，也是国内诸多风景区和主题公园
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期待游客反复消
费，旅游载体就必须有足够的吸引力和感
召力。首先，做好市场调研，景区内应建
立健全营销信息系统。其次，走品牌经营
之路，为景区建立起稳定的公众形象。再
次，深挖旅游资源文化内涵，拓展旅游项
目，给游客以常游常新的感觉。最后，通
过有效的传播手段将旅游载体及其内容
及时传递给潜在的消费者，从而达到拉动
消费的效果。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给
消费者一个反复消费的理由，才能使其心
甘情愿地在休闲旅游景区游玩消费。

近日，海南
高校定点帮扶
现场会在东方
市召开。全省
18 所高校负责
人 、驻 村 第 一

书记在省教育厅的组织下，来到海南大
学定点帮扶的东方市大田镇乐妹村参观
考察，并就如何做好定点帮扶工作交流
经验。高校定点帮扶是我省脱贫攻坚工
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进一步发挥好高
校优势，做好“志智双扶”、产业帮扶、党

建帮扶等各项定点帮扶工作，省教育厅
组织召开了这次定点帮扶现场会。大家
纷纷表示，这种现场参观活动让高校干
部对定点帮扶工作有了更直观的认识，
让 驻 村 第 一 书 记 进 一 步 明 确 了 帮 扶 思
路。（7 月 1 日《海南日报》）

经验交流的价值和意义不言而喻。
各个地方、各个帮扶单位针对实际情况，
可能采取了不同的措施，这也是精准施
策的应有之义。这些措施在扶贫过程中
如何发挥作用、实际效果怎么样，针对这
些问题的答案将会给其他地方的扶贫带

来借鉴意义，助其更高效更快地实现预
期目标。这些经验的取得，是通过很多
人的实践和努力以及时间的积累而来。
而 经 由 交 流 把 好 的 做 法 保 留 和 发 扬 下
去，将为今后的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使
尚未脱贫的尽快脱贫、已脱贫的能进一
步巩固提升。

在扶贫过程中，高校具备人才、学科
等方面的优势，可以在帮助发展农业生
产及相关产业中发挥所长，同时可以运
用其优势向贫困户乃至更多人传授知识
技能，增强“造血”功能，使更多人提升自

我发展能力，从而在更长远的时间里能
够有更多机会来增加收入。这种“授人
以渔”的方式对帮扶对象意义重大，因为
在脱贫后仍需防止出现返贫，同时更要
关注今后进一步增加收入。如何才能进
一步增收？就业、发展种植养殖业、结合
当地实际发展相关产业等等都可以做到
这一点，但这些都需要具备相应的知识
技能，高校则在此方面有用武之地，传授
知识，提升技能，使帮扶对象在就业市场
上更有竞争力、在产业发展上有更好的
前景。

当前，美丽乡村建设和全域旅游都在
积极推进之中，群众可通过融入发展建
设中来提升收入。高校同样可以利用自
身优势帮助打响农产品品牌、策划推动
产业项目、设计旅游产品等等，人们也期
待高校在农民增收过程中继续贡献自己
的智慧和力量。

高校具备人才、学科等方面的优势，可以在帮助发展农业生产及相关
产业中发挥所长，运用其优势向贫困户乃至更多人传授知识技能，增强“造
血”功能，使更多人提升自我发展能力，这种“授人以渔”的方式对帮扶对象
意义重大

发挥高校优势有助于脱贫增收
□ 三亚日报 张雪锋

“打印店神论文”
背后的乡土社会动力

□ 普沙岭

景区须最大限度
提高重游率
□ 郑艳

新京报：一边是省文化部门的“非遗
传承人”的大红证书，证明杨风申制造

“五道古火”烟火的正当性；一边却是公
安冰冷的手铐以及法院一审判决认定其
行为构成犯罪。这让人手足无措。早在
2008 年，浙江温州市泰顺县的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药发木偶戏”也曾遇
到类似问题，当时传承人周尔禄因涉嫌

“非法制造爆炸物”被刑拘后，法院还是

认定其主观无犯罪故意，且没有造成社
会 危 害 ，一 审 判 决 周 尔 禄 免 予 刑 事 处
罚。河北赵县要不要借鉴一下 9 年前泰
顺县的做法？今年，浙江泰顺县还找到
了“以疏代堵”的办法，为“药发木偶”建
了传习所：传承人平时不得私存制作黑
火药的原料，表演前传承人应事先向县
非遗中心口头申请，由非遗中心向公安
部门报备后，方可以购买原材料用于制

作黑火药，在法律框架下传承这一非遗
项目。

人民网小蒋：制定与执行法律的目的
不在于惩处，而在于规范人的行为，使社
会运转处于安全有序的轨道之内。既然
认定某些“古法烟花”的制造与表演属于

“非遗”，自然涉及保护与传承，只是必须
将曾经蕴含安全隐患的私人生产与作坊

储存转变到安全监管与规范运作的轨道
上来。地方执法机关不管三七二十一，
以“非法制造爆炸物罪”对制造“古法烟
花”的非遗传承人判刑，虽然符合法律规
定，却忽略了“法不外乎人情”的法治伦
理。或者说，管理者是不是在引导传统
技艺与习俗“适应”当下安全要求与法律
规范上“慢半拍”？这个“雷”该让有关非
遗传承人独自顶吗？很多时候，法治管
理的堵与疏需要结合进行，这样更容易
被社会和当事人接受并信服。面对已有
地方较好地处理了类似问题，河北赵县
方面能否“参考”？

“烟花非遗传承人被判刑”有待商榷
背景：今年 79 岁的杨风申，是河北省赵县“五道古火会”的会头，也是“古火”这项“省级非遗”的传承人。但是在

做了 20 年烟花之后，他于去年被拘留，后被法院以“非法制造爆炸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他提起上诉，目
前仍在等待二审结果。

好评
国 际 信 用 评 级

机 构 穆 迪 日 前 首 次
对 亚 洲 基 础 设 施 投
资银行（亚投行）“打
分 ”，给 予 这 家 新 兴
多 边 开 发 银 行 与 世
界银行同级的 Aaa 最
高 信 用 评 级 。 分 析
人士认为，高评级不
仅 代 表 穆 迪 对 亚 投
行前景的良好预期，
也 显 现 该 机 构 对 中
国 推 进 完 善 全 球 治
理的充分肯定。

新华社发

人生是场长跑
起跑线上输了又何妨？

最近一则孩子 5 岁学英语被问“怎么
这么晚？”的新闻引发舆论哗然。事情起
因于两位幼儿园孩子妈妈的聊天，一位
妈妈本希望孩子快乐成长，另一位妈妈
的一番话却刺痛了她：“别的孩子都提前
学，就你孩子不学，将来上学跟不上，她
能快乐吗？家长这样对孩子负责吗？”这
让她改变主意，决定给孩子报个外教班，
没成想培训班老师得知孩子 5 岁后反问：

“ 怎 么 这 么 晚 才 来 ，别 的 孩 子 都 学 两 年
了。”

可见很多孩子很小就被送到培训班
开始“备跑”了，而多年来，一句“别让孩子
输在起跑线上”，点燃了多少家长的“雄心
壮志”。人生的竞赛，自胎教开始就启动
了，从婴儿时期的早教班到幼儿园多重培
训，从小学全面补课到中学的强化训练，
最后进入高考白热化冲刺。孩子成人前，
几乎全被“竞赛”的价值观引导，当他独立
面对社会时，很可能下意识去遵循赛场规
则，那么人生目标会不会只剩下“赢”了
呢？

人生不只是赛场，不是每个孩子都
适合通过考试成长，都需要通过 PK 掉对
手才能获得所谓成功，即使输在起跑线
上也无妨。若把幸福看作人生目标，那
么考学路上一路厮杀后的“成功”未必就
更接近真正的幸福。现实中，高分低能
者、抑郁困顿的高学历者并不鲜见，而不
少成绩一般踏实肯干的人却往往能活得
通透舒心。

在孩子需要释放天性，通过尽情玩耍
来认知世界的阶段，却将他们过早置于起
跑线上，接受超越生长阶段的教育，无异
于“拔苗助长”。如果每个孩子都按一种
成长模式打造，对孩子多以考试成绩来评
价，那么其与工厂流水线产品有多少差别
呢？同质化的成长经历反而可能是一场
梦魇。看看那些将分数当命根的学子，还
有那些想尽办法让孩子进入精英学校的
家长，他们都热衷于将人生赛场化，却未
必能真正感知幸福、收获快乐。

换句话说，顺应孩子天性，让他们快
乐生活，培养孩子爱的能力、健全达观的
性格与健康的体魄，或许才是更重要的。
即使起跑线上输了也无伤大雅，没准反而
更能历练孩子的成长韧性，健全孩子的人
格，丰富孩子的人生。人生不只是赛场，
孩子无需常胜，输在起跑线又何妨。

（工人日报 王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