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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庆，“夜市经济”是城市活力的引擎之

一。然而，“夜市经济”蓬勃发展的同时也伴生
出一些问题，对此，大学生们有话说——

巴渝论坛

有序的夜市才是好夜市
□王羽若

夜市，往往是最能展现城市烟火气息的场景之一。笔者去过许
多城市的夜市，也逛过重庆的许多夜市。夜市的繁闹和夜色的多彩
交织在一起，构成了重庆夜间的一道亮丽风景线。小到带动消费、节
省开支，大到缓解就业压力、促进经济发展，夜市带来的社会效应是
多元而实在的，因此也获得了摊主、游客、消费者们的支持。

夜市需要热闹，但这种热闹贵在有序。有序方可长远。食品安
全、环境保护、噪声治理等，是夜市参与者和管理者绕不开的问题。
相关部门应推出更多切实有效的办法维护夜市秩序，如对流动摊位
实行编号管理，引导配套清洁、消毒设施，加强夜市周边的安保执勤
等，多措并举保障夜市经济有序发展。

（作者系重庆三峡学院学生）

发展夜市经济要增强辨识度
□徐银

夜市经济是一道经济考题、治理考题。一些地区看到其他城市
的夜市经济搞得红红火火，便盲目跟风，结果却因为缺乏因地制宜的
发展规划，导致当地夜市与其他夜市大同小异，产品同质化严重。

发展夜市经济，关键在于做出特色。首先，发展夜市经济需要全
面改善消费环境与品质，提升当地夜市的整体水平。在此基础上，相
关部门要牵头规划，加强顶层设计，将夜市文化与区域特色、文化内
涵结合起来，用更具创意的形式激活夜市经济，比如推出街头“快闪”
活动，进行极具当地风格的文艺展示等，增强当地夜市的辨识度，避
免与其他地方的夜市“撞脸”、落入千篇一律的窠臼。

（作者系西南政法大学学生）

疏堵结合治理夜市问题
□李鑫林

一个文明的社会，需要有人情味的管理。面对夜市出现的部
分问题，一些所谓“迅速”“高效”的“一刀切”治理，非但不能给消
费者以良性回馈，反而容易激起商户、消费者的抵触情绪，进而影
响夜市的可持续发展。这提醒相关方面：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
应该倾听民声，用“疏而导之”的办法做好商户和群众的工作。
如，定期举行夜市发展讨论会，邀请对夜市经营有意见、有见解的
人们一起坐下来，敞开心扉，聊聊对策，共同为解决夜市发展中出
现的问题献计献策。夜市点亮了城市的斑斓夜色，管理者要想方
设法擦亮这张名片，修补各类矛盾滋生的“裂痕”，为高品质生活
点一盏“夜灯”。

(作者系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学生)

□王瑞琳

最近，重庆区域公用品牌又“上新”
了。21日，酉阳县发布了“酉阳800”区域
公用品牌。未来，茶油、贡米等“酉阳宝
贝”会共同冠以“酉阳 800”之名，走向更
大的市场。

“有质无牌”，是许多农特产品“走不
出去”的原因。产品叫不响，就很难打开
市场；农货卖不好，农民就很难增收致
富。反之，将一个区域内的农特产品供给
优势整合起来，握指成拳，打造统一的区
域公用品牌，让产品搭上品牌的“快车”，
以“抱团取暖”代替“单打独斗”，更有利于
地方特产参与市场竞争，增强产品的知名
度、美誉度。

区域公用品牌的竞争力大小，取决于
产品品质好坏。“公用”的性质，也决定了产
品与产品、产品与品牌将“一荣俱荣、一损
俱损”。一方面，要从源头保障农特产品质
量，通过绿色高效种养、提高设施装备现代
化水平等手段，促进产品保质提质；另一方
面，要建立健全区域公用品牌的质量安全
标准、品质控制标准、产品包装标准等“硬

杠杠”，用高要求倒逼产品品质提升。
如今的重庆，既有“巴味渝珍”“三峡

牌”这样的龙头品牌，又有“涪陵榨菜”“永
川秀芽”等支撑品牌，但这还不够。各级
领导干部要主动走进乡村，挖掘“潜力
股”，寻找有品质、高辨识度的农特产品，
动员具备资质的个体加工户、小微企业等
参与其中，将品牌化发展的“车票”送到更
多村镇和企业手中。

放眼全国，区域公用品牌如雨后春笋
般涌现，但品牌建起来后就“石沉大海”的
情况也不少见。究其原因，或是品牌本身
缺乏辨识度，或是宣传推广力度不足，或
是平台与渠道未搭建完善……如何避免
公用品牌“昙花一现”？相关部门要拿出
完备的配套方案来保障品牌活跃度。如，
完善“基地+电商+农民”的产销新机制，
打通物流堵点，推出品牌文旅节等，不断
提升品牌影响力，强化消费者对品牌的

“独家记忆”。
做好“土特产”文章，让更多重庆农特

产品搭着区域公用品牌的“快车”走出大
山、走向全国，让农民腰包更鼓、农村更
富，为农业高质高效发展注入新动能。

农 特 产 品 要 搭 上
区域公用品牌“快车”

夜市经济
规范才能更闪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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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度”过高

□张燕

一条“通道”，为何能改变一座城市，
赋能内陆开放，辐射西部地区，服务全国
大局？不妨来听一听西部陆海新通道的
故事。

3月22日，“重庆造”新能源汽车首次
搭乘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出海”，在全球
竞争中乘风破浪；3月23日，一辆载有巴
西、巴基斯坦等地货物的班列自广西钦州
港驶出。至此，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
班列累计突破25000列。

“25000”是一个亮眼的数据。通道的

“扩容”，代表着开放的“加速”。迄今为
止，这条通道覆盖17省（区、市）60市115
个站点，连通全球 119 个国家和地区的
393个港口，为内陆地区开辟了一条崭新
的出海道路，货物借此“跨山越海”，开放
高地建设有了更强助力。

而重庆，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的
主要发起者、推动者和建设者，作为通道
物流和运营组织中心，逐渐从“内陆”走向

“前沿”，成为西部地区与东盟、欧亚大陆
的要素集散中心，正在西部地区带头开
放、带动开放。

开放的利好，以通道为载体，加速释
放。2022 年，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与
东盟国家运输5.3万标箱，同比增长20%，
货值 135 亿元，同比增长 18%，带动重庆
与东盟进出口贸易额达到1266亿元。从
不靠海、不沿边的劣势，转为铁海联运的

交通枢纽优势，转化为要素集散的口岸高
地优势，西部陆海新通道展现出极强的辐
射带动力。

如今，通道拓展，再迎机遇。党的二
十大报告强调“加快建设西部陆海新通
道”，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再提“推进西部陆
海新通道建设”，这是一种巨大的战略优
势。就在3月27日，重庆召开建设西部陆
海新通道工作推进大会，专题部署下一步
工作。

对重庆而言，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一个
牵引，为重庆向南出海、加快建设内陆开
放高地打开了新大门，为西部地区加快融
入全球经济打开了新空间，是新重庆建设
的重大任务，也是新重庆最具辨识度的标
志性成果。

建好用足这条“通道”，是接下来的
重点任务。一方面，要胸怀“国之大者”，

紧紧围绕“西部”和“开放”两个关键词，
抓好牵一发动全身的重大改革，打通堵
点卡点，形成工作合力，全面提升西部陆
海新通道在国家开放战略中的地位和竞
争力；另一方面，要以《重庆市加快建设
西部陆海新通道五年行动方案（2023—
2027 年）》为契机，做强做优区域综合运
营平台，做强通道经济、枢纽经济，全面
提升重庆在西部陆海新通道中的战略地
位和竞争力。

这一“通道”，正在成为服务构建新
发展格局的关键抓手、支撑重庆高质量
发展的强大引擎、打造内陆开放高地的
核心支撑、新征程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
场景。集中力量、持续用力，加快建设更
加经济、更高效率、更为安全、更可持续
的西部陆海新通道，就是在为新重庆建
设提供更强有力的支撑。

一条一条““通道通道””培育内陆开放新优势培育内陆开放新优势

统一的小桥流水、青砖白墙；差不多的丝巾、首饰、钥匙扣；没有特色可言的“特色
小吃”……不知从何时起，各地古镇渐渐长得越来越像，“相似度”过高。

点评：在商业化的过程中，一些古镇忽视了对底蕴的挖掘，景观、特产等都变得和
其他古镇大同小异，丧失了吸引力与竞争力。古镇的特殊性不应被相似性取代，要在
发展的过程中充分体现古镇特有的风格，做好文化传承，以独树一帜的魅力持续吸引
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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