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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渝论坛

□张燕

六一儿童节，孩子们是当之无愧的主角。
作为曾经的孩子，如今的成人，你习惯怎样与
儿童交流？是居高临下的姿态，还是自上而下
的俯视？在童真面前，我相信你会选择“蹲
下”，直视孩子们的双眼。

蹲下，是一种对等的姿态。它时刻提醒着
我们，要像尊重成年人一样尊重孩子，而不是
让孩子们仰视成人的世界。如果说“蹲下”是
个体对儿童表达尊重的姿态，那么“1米高度”
就是城市对儿童表达善意的选择。

所谓“1米高度”，就是孩子们视角的高度。
通俗来说，一座儿童友好城市，不能只考虑成年
人的需求，也应常思儿童之需，大至宏观政策的
制定，小到一桌一椅的配置，都要考虑得更细
致，让孩子们享有安全、便捷、舒适、包容的城市
公共空间、设施、环境和服务。

一个人选择尊重孩子，得到的是孩子发自
内心的笑容；一座城市选择尊重儿童，得到的
是活力充盈的未来。对儿童友好，就是在对城
市的未来负责。

重庆是一座非常年轻、有活力的城市。第
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重庆市0—17岁
人口有617万人，占到总人口的19.3%。对这
座青春之城来说，将“儿童友好”的理念融入
衣、食、住、行、学、医、养、服各个场景，是一件
非常紧迫且必要的大事。

儿童成长的过程，处处需要关照。何处入
手？标准是啥？“1米高度”为城市治理者提供
了参照。健身设施的尺寸有没有考虑孩子的
身形大小？路标设计有没有考虑儿童的理解
能力？建设儿童友好城市，关键在于“儿童需
要什么，而非成人愿意给什么”。为此，重庆发
布了《重庆市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实施方案》，明
确积极推行“1米高度看城市”的儿童视角，并
提出了29项具体政策举措。

在山城，“儿童友好”不仅是一种顶层设
计，更是一种集体行动——沙坪坝中心湾社
区充分利用辖区资源，打造儿童议事亭、口
袋公园、微型农场等特色儿童活动场景；两
江新区人和街道金安社区打造的“儿童之
家”免费面向辖区的孩子和家长们开放……

《中国儿童友好城市倡议书》中有这样一段

话：我们今天为儿童所创造的空间环境形
态、其构成的所有要素，以及形态背后的永
续价值观，是我们赋予明天城市永续发展的
保障。

城市不是成年人独享的活动空间。看见
儿童日益增长的需求，给予全方位、全生命周
期的呵护，健全儿童全方位参与机制，增加儿
童与城市的连接，培育儿童的主人翁意识，这
才是一座城市应有的远见和担当。

最好的城市，一定是倾听孩子声音、成就
孩子梦想的城市。正是因为充分关照到孩子
们的需求，让他们感受到被接纳、被尊重、被信
任，他们的潜能才会被激发，城市的未来才会
被点亮。

孩子们是未来、是希望。愿每一个孩子的
童年，都能被温柔守护。

从从““11米高度米高度””看城市未来的样子看城市未来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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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先任

最近，“剩菜盲盒”风又吹了起来。
所谓的“剩菜盲盒”，不是卖真正意义上
的剩菜，而是指餐饮商家将临期或当日
未售出的库存食品，以“盲盒”形式打折
卖出，受到了不少年轻人欢迎。不过，
随着夏天温度升高，临期食品带来的安
全风险也不容忽视。

“剩菜盲盒”受到部分消费者青睐，
有多种原因。一方面，“盲盒”往往能刺
激消费者的好奇心，尤其是更为注重消
费体验的年轻消费者。另一方面，“剩
菜盲盒”中的食品，只是临近保质期限，
仍可以正常食用，且价格比原价划算不
少，还能起到避免浪费、节约粮食的作
用。这样来看，“剩菜盲盒”式的临期食
品消费，既有市场又有意义，未尝不是
一件好事。

然而事实上，“剩菜盲盒”的风评却
是“毁誉参半”。出售“剩菜盲盒”，本质
上是一种创新的营销手段，通过将“临
期经济”和“盲盒经济”结合起来，推出

“剩菜盲盒”，把临期食品打折出售，盘
活即将过期的资源，让消费者与商家
实现“双赢”。不过，有一些商家，则将

“剩菜盲盒”当成了营销噱头，或是“以
假乱真”出售已经过期的食品，或是出
售因储存运输条件不好而已经变质的
临期食品，或是价格信息不透明、借

“盲盒”之名对消费者“割韭菜”，等
等。这些不诚信经营的行为，直接或
间接危害着消费者的安全，侵害了消
费者的合法权益。

“剩菜盲盒”不能成为消费者的
“隐患盒”“坑人盒”。值得一提的是，
去年8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盲
盒经营活动规范指引（试行）（征求意
见稿）》。其中明确提出，食品不得以
盲盒形式销售。虽然“指引”还没正
式出台，但食品以盲盒形式销售，恐
怕已经涉嫌违反相关法规，在靴子还
未落地前，“剩菜盲盒”可能带来的食
品安全隐患等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
重视。

对于“剩菜盲盒”这一新兴业态，相关部门要强化
监管，对其予以必要规范，督促商家合法经营，严守食
品安全红线，维护好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不能让“剩菜
盲盒”成了食品安全盲区、监管盲区，更不能让无良商
家打着反浪费的旗号“割韭菜”。商家要自觉规范经
营、诚信经营，消费者也要理性消费，不要盲目跟风，盲
目消费。从市场到消费者，供需双方都理性参与，去弊
存利，才能实现“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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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形酷似魔方，地势高低起伏，长江索
道轿厢不时从楼宇间掠过，多部影视作品在
此取景——这里是白象居，重庆著名的打卡
地之一。然而近日，白象居门口一度挂起了

“居民住宅，谢绝参观”的提示牌，引发关注。
前几天，有记者再次前往，发现该提示牌已撤
下，虽仍有居民志愿者在门口值守，但不再
阻拦游客正常出入。目前，社区已经介入并
展开调解。

老屋旧房，岁月悠长。白象居因其独特的
山城韵味而备受青睐，但它归根结底是一片承
载市井生活的居民区。有数据显示，五一期
间，进入白象居的游客数量达3万余人次。游
客络绎不绝本是好事，但噪音扰民、安全隐患
等问题也接踵而至，且老旧小区的居民多已上
了年纪。如此看来，居民们“谢绝参观”的举动
也在情理之中。

事实上，白象居之美，不仅美在纯正的“重
庆味”，更在于人与城相互拥抱的“和谐感”。
今天，新重庆正全力打造人文之城、宜居之城，
找到白象居居民诉求和游客参观的平衡点，就
是关注民情民生、倾听民心民意的具体行动。
目前，事情仍在进展中。对于如何处理“主客”

关系、如何平衡市民生活和旅游观光等问题的
思考，应当提上日程，尽快找到居民与游客间
的最大“公约数”。

让居民“住得安”、来客“耍得好”，考验城
市管理者的智慧。社区及时介入、为问题“降
温”的做法，值得肯定。而变“管一时”为“管长
久”，还需要相关部门持续作为，要通过深入的
调查研究，充分了解矛盾问题之来由、居民诉
求之所在。一方面，要安抚、开解居民，给予其
支持；另一方面，也要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加
强秩序维护，如编制参观手册、规划特定线路、
设置专人引导等等，不能既“不关”又“不管”，
也不能图省事“一刀切”关门了事。唯有把民
生细节摆在城市治理的突出位置，在细微处见
功夫、见质量、见情怀，才能把白象居这道题解
好、解巧。

白象居短暂关闭的小风波给相关部门
和部分游客提了个醒。保障居住与参观的
平衡、兼顾居民和游客的需求，需要相关部
门用心用情地长期关注思考；游客要增强自
律、文明参观，自觉维护白象居的生活秩序，
避免破坏其宁静氛围，给白象居留下真诚的
喜欢足矣。期待各方找到最大“公约数”，推
动事情得到更圆满的解决，让白象居一如既
往美好。

白象居短暂关闭的启示

近日，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发射圆满成功。戴着眼镜的北航博导桂海潮教授，作为载荷
专家进驻空间站的“首秀”，引发了许多关注。

点评：教授上太空，体现了中国航天的又一次技术飞跃，也刷新了民众对航天事业的认知
——原来，航天员也能“兼职”做。未来，随着“眼镜博导”们越来越多地进入太空，我国对浩瀚
宇宙的探索必将迈出更大、更稳的步子。

博导“出差”去太空

重庆“吃货妹子”转型新农人

石柱莼菜在新电商拼单中走向全国

刘书琴返乡创业，把莼菜卖向全国

名著《世说新语》载有这样一则
故事：“张季鹰辟齐王东曹掾，在洛见
秋风起，因思吴中莼菜羹、鲈鱼脍，
曰：‘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
里以要名爵！’遂命驾便归。俄而齐
王败，时人皆谓为见机。”这是成语

“莼鲈之思”的由来，张季鹰因怀念家
乡美食，辞官归去，留下一段历史美
谈。

重庆土家族妹子刘书琴的故事
与之相似，“吃货”属性爆棚的她，大
学异乡求学时就开起网店，主要满足
自己思乡美食之欲，尔后返乡创业成
为新农人，没想到把家乡特产通过拼
多多等平台卖爆了全网。

更为巧合的是，刘书琴主要销售
的恰是“莼鲈之思”中的“莼”——莼
菜，古时为贡品，至今已有1600多年
历史，被誉为“水中人参”。刘书琴老
家所在的石柱县，有着全球最大莼菜
生产基地，被称为“中国莼菜之乡”。
如今，刘书琴的网店年销莼菜已达
300万斤。

开一个“满足自己口
福”的网店

刘书琴是石柱桥头镇人，在杭州
读大学期间接触到电商。当时，杭州
鞋业发达，正好有位同学家里开有皮
鞋工厂，存货较多。于是他们就将网

店主打产品确定为库存皮鞋。“那时
做网店成本较低，我们一台电脑一台
卡片相机就开始了创业。”刘书琴说。

首次创业，她们不求赚钱，主要
是想学经验。但生意却很不错，很快
就赚了。“同学们还在吃食堂，我们就
可以天天下馆子，我还在校外租了房
子。”经验学到了，钱也挣到了，刘书
琴首次创业就做到了双赢。

身在异乡，刘书琴对家乡的美食

时常惦念，石柱的莼菜、咸菜、豆腐乳
等都是她的心头好。但远隔千里，要
满足口福，得老乡来杭州时带一大
包，很不方便。于是，她筹划在老家
开一个网店，专门满足自己的“思乡
食欲”。当时父母在石柱县城开了家
土特产商店，货源是现成的，自己想
吃什么，就在网上下单。此后几年，
这个网店成了她的心灵自留地。

2015年，石柱县政府组织参观
考察学习团到杭州，并向刘书琴发出
邀请，“回石柱来吧，我们正在大力发
展电商产业，各种优惠政策都很给
力”。次年9月，刘书琴回到石柱，注
册了“重庆老亩地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刘书琴想，既然是回乡创业，就
一定要结合石柱农业发展现状，做有
特色的农特产品。经过考察，石柱两
大农特产品摆上案头：莼菜和黄连
花。石柱莼菜的主要种植地为高海
拔的黄水镇、冷水镇两个地方，当地
空气清新，水质清澈，种出来的莼菜
完全纯天然无污染。黄连花生长在
高山上，药用价值高。

她决定，把电商带到家乡的田间
地头。

新电商助力“水中人
参”触网热卖

有了近 10 年电商经验的刘书
琴，开始注意到新电商平台拼多多，
这家农产品起家的电商平台与她推
广家乡特产的梦想不谋而合。她在
拼多多上开设了“辛丫头重庆特产
店”等店铺，主卖石柱莼菜等商品，

“水中人参”开始在一次次拼单中走
向全国。

与之同时，刘书琴也尝试把电商
思维带回石柱。她说，“我们石柱很
多产品都有特色，但与电商无缘，还
停留在自产自销的原始状态。”以莼
菜为例，村民们此前采摘后，装在小
桶或盆里，到集市上叫卖，每斤2元-
3元。如果是贩子大量收购，价格还
会更低。搞不到钱，村民们也缺少动
力去田里采摘，错过时间，莼菜叶便
老了，失去价值。

刘书琴两条线出击，首先联系当
地加工厂签定包销协议，包下生产线，
打造品牌。其次，为保证品质，她对工
厂、农户在莼菜的种植、采摘、生产、包
装、运输等各方面都进行了严格的规

定和要求。“只要按我们的要求进行种
植、采摘，检测达标的莼菜我们全部收
购，并且价格远高于集市价。”

特别是采摘过程，刘书琴会全程
监控，发布统一的采摘要求。比如在
三四月份，莼菜起嫩芽时，便要求农
户们赶紧采摘，此时的莼菜最嫩，价
格最高。为让市场上一年四季都能
买到莼菜，刘书琴还与工厂自建冷库
存放，莼菜的销售不再局限于时令。

在拼多多对农产品的流量扶持
下，刘书琴的网店销量迎来爆发式增
长，仅莼菜一样，就连续几年拼出了
10万+订单。目前，刘书琴的电商企
业每年销售莼菜达到近300万斤，真
正做到了将农产品“拼”到了全国各
地。“莼菜其实比较小众，不算是农产
品的电商爆款，在拼多多上卖这么好
着实很意外。”刘书琴说。

更多“新农人”投身乡
村振兴

刘书琴的回乡创业，给石柱莼菜
产业带来了变革发展，传统线下往互
联网线上的开拓，也带动着新的创业

和就业机会。
在农户端，曾经习惯了到集市端

盆售卖的他们突然发现，这东西还可
以这么卖，价格还这么高，居然还卖
到了新疆、西藏等地。在生产环节，
仅刘书琴一家企业，就直接带动当地
就业200余人。现在她当选为石柱
电商协会的副会长，经过几年努力，
石柱从事电商的企业已从最初两三
家，发展到仅会员就有了200多家。

如今，刘书琴正在石柱乡村振兴
领域大展拳脚，在桥头镇和西沱镇分
别开了民宿。此外，她还承包了80
亩地，用于大棚多肉植物种植，发展
种植观赏旅游产业。

在当地，也开始涌现出越来越多
跟刘书琴一样的新农人模范。石柱
县大歇镇农村电商综合服务站的负
责人向学明也是其中之一。他放弃
高薪工作，回到石柱成立了大歇镇第
一个农村电商综合服务站，引导村民
种植特色经济作物，通过签订“一对
一”帮扶协议，帮助村民增收，成效显
著。2020年，向学明登上央视联合
拼多多共同举办的“2020中国农民
丰收节 金秋消费季”活动，作为拼多
多新农人西南地区两位代言人之一，
为家乡代言。2021年，向学明获得
重庆市第六届劳动模范称号。

石柱已从一个传统农业县开始
向网商大县转型升级。刘书琴、向学
明等人回乡创业、振兴乡村的路径，
也与拼多多等新电商平台深度结
合。事实上，2020年开始，拼多多就
宣布推出农产品“原产地直发”，通过
加大资金投入、直播扶持、人才培育、
供应链优化等综合举措，进一步加大
对优质水果、蔬菜、肉蛋等生鲜产品
的补贴力度，不断完善原产地直发的
农产品上行模式，助力区域公用品牌
建设，强化数据应用和人才支撑。

为进一步服务乡村振兴，响应
“数商兴农”号召，拼多多于近日宣布
启动“农云行动”，集中投入优势资
源，推动全国100个农产带更快“拼
上云端”，打造更具韧性和竞争力的
数字化农产带。 文/图 萧竹 吴辉

石柱县是远近闻名的“中国莼菜之乡” 越来越多的“新农人”投身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