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疆观察

在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中，
餐饮消费日益多元化，传统餐
饮模式难以满足消费者多样
化的需求。近期，上海、深圳
等地的菜市场内悄然兴起了
一种名为“代炒菜”的新服务，
这一创新服务模式为消费者
带来了便利。

“代炒菜”服务，顾名思义，顾客在菜市
场选购心仪的食材后，只需在“代炒菜”档口
支付小额手工费，即可轻松拎走热乎乎的现
炒饭菜。这一服务模式仿佛将餐馆后厨搬
进了菜市场，极大地节省了消费者的时间和
精力。在浙江义乌，一家代炒菜档口自十月
份试点营业以来，已迅速积累了大量回头
客，如今需排队等候加工，足见这一新服务
的受欢迎程度。

“代炒菜”服务的兴起，是市场需求变化
的直接反映。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越来越
多的年轻人忙于工作，无暇顾及烹饪；而老
年人则因身体或精力原因，难以承担烹饪重
任。相较于外卖和预制菜，消费者更青睐新
鲜、健康的饭菜。“代炒菜”服务正好契合了
这一需求，顾客可以亲自挑选食材，亲眼见
证食材的切割、清洗和炒制过程，吃得放心

又安心。
“ 代 炒 菜 ”服 务 的 兴 起 也 标 志 着 传 统

农 贸 市 场 正 在 向“ 农 贸 市 场 + ”的 新 模 式
转 变 。 这 一 转 变 不 仅 仅 是 服 务 内 容 的 增
加 ，更 是 服 务 理 念 、服 务 方 式 和 服 务 质 量
的 全 面 提 升 ，也 为 传 统 农 贸 市 场 经 营 注
入 新 的 活 力 ，为 人 们 的 生 活 带 来 更 多 便
利和惊喜。

从产业链角度来看，“代炒菜”服务的出
现也彰显了农贸市场供应链的拓展潜力。
通过农户、供应商、加工商的高效协作，供应
链整体运转效率得以提升，农产品质量、附
加值以及供应链的透明度和可信赖度也随
之提高。消费者直接参与食材选购，减少了
供应链中的信息不对称，使得食材从田间到
餐桌的流通更加顺畅。

然而，“代炒菜”服务在发展过程中也面
临挑战。服务质量的标准化和规范化问题

亟待解决。由于“代炒菜”服务
涉及多个环节，包括食材采购、
烹饪过程、卫生管理等，目前尚
缺乏统一的标准和规范。这可
能导致不同档口之间的服务质
量参差不齐，影响消费者体验和
行业发展。因此，建立完善的服

务质量标准和规范体系，是“代炒菜”服务持
续发展的关键。

此外，“代炒菜”服务需要专业的厨师和
服务人员，但目前市场上这类人才供应不
足。如何吸引和培养足够数量的专业人才，
是“代炒菜”服务发展的主要瓶颈。同时，商
户们能否提供洗菜、切菜等前端服务，也是

“代炒菜”能否实现的关键。这需要市场管
理人员和商户们共同努力，加强协作，提升
服务理念。

尽管面临挑战，“代炒菜”服务的前景依
然广阔。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消费观念
的转变，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注重饮食的
健康和品质。“代炒菜”服务正好满足了这一
需求，提供了新鲜、健康、便捷的餐饮选择。
同时，“代炒菜”服务还可以根据消费者的口
味和需求进行个性化定制，满足消费者的多
样化需求。

【来论】

菜市场“代炒”需要规范化运行
◎关育兵

【一家言】

共有精神家园

暗藏隐患

【辣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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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里有话

光线昏暗、场景阴森、草木间小鸟突然飞起……近年来，网络上掀起一股废墟打卡风。记者采访发现，为了流
量，一些网络博主进入废弃建筑拍照、拍摄短视频并在平台上分享，引来众多网友关注。然而，这类废墟打卡暗藏
安全隐患、法律风险，亟待引导纠偏。 新华社发 王鹏 作

【出处】

（宋）杨万里
《下横山滩头望金华山（其二）》

【原典】

山思江情不负伊，
雨姿晴态总成奇。
闭门觅句非诗法，
只是征行自有诗。

【释义】

这组诗是杨万里途经今浙江金华一带所
作。旖旎风光和行程见闻让他诗兴大发，一
连写下四首纪行绝句，这是第二首。“伊”是指
第一首诗中提到的驾驭险滩激流的篙师，即
撑船手。

船行江中，篙师任凭小船顺流而下，并不
把前方的奇石险滩放在心上。小船突然闯入
一处激流之中，在江心急速旋转。篙师极力控
制，总算没有翻船，可是湍急的水流转瞬间就
把船体掉转了方向，船尾已作船头，令众人吓
出一身冷汗。这次经历让杨万里记忆深刻、感
触良多。

在杨万里看来，篙师每日撑船，不顾日晒
雨淋，虽极其辛苦，但山水有情、晴雨多姿，总
能享受到沿途的风光与乐趣。由此，联想到了
诗歌创作，美丽的自然风光又何尝不是诗人创
作的灵感？闭门觅句不是作诗的方法，深入到
大自然和社会生活中，全心全意去观察、领悟，
才会有写不完的题材。

“闭门觅句”，语出黄庭坚“闭门觅句陈无
己”。据说陈师道写诗时“卧一榻，以被蒙首，
谓之吟榻。家人知之，即猫犬皆逐去，婴儿稚
子亦皆抱持寄邻家，徐待其起就笔砚，即诗已
成，乃敢复常。”这种静心苦吟、精雕细琢的严
肃认真态度值得敬佩，但杨万里认为此“非诗
法”，唯有深入生活的“征行”（远行）才能收获
好诗。

【启悟】

文艺，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文艺创作不
能仅靠冥思苦想，而要投入到人民生活和伟大
实践中去，在真正的体验与感悟中寻求创作的
灵感。广大文艺工作者本就是从人民中来,自
然要到人民中去,在火热的生活实践中见细
节、探富矿、找瑰宝，把时代精神熔铸到创作
中、把胸中万壑镌刻到构思里，创作出有筋骨、
有道德、有温度，传得开、留得下、叫得响的精
品力作。

艺术可以放飞想象的翅膀，但一定要脚踩
坚实的大地。不怕“征行”，热爱山河、热爱人
民、热爱生活，是成就佳作的关键。崔颢饱览
山川，写下千古名篇《黄鹤楼》；李白游历四海，
留下令人叹服的《行路难》等诗作；徐霞客驰骋
万里、足迹广布，“达人所之未达，探人所之未
知”，著就《徐霞客游记》；曹雪芹对当时社会生
活进行全面深入的观察与细致入微的剖析，完
成巨著《红楼梦》……可见，凡是伟大的作品，
皆是通过深入生活、深接地气，心无旁骛、潜心
钻研得来的。

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
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
活。人民生活中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
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的创作源泉。脱离了人民、远离了生活，文艺
就失去了源头活水，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
的呻吟、无魂的躯壳。广大文艺工作者要走进
生活深处，在人民中体悟生活本质、吃透生活
底蕴。只有把生活咀嚼透了，完全消化了，才
能变成深刻的情节和动人的形象，创作出来的
作品才能激荡人心。

心中自有江山无限，笔下方能锦绣万千。新
时代为我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一切
有抱负、有追求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追随人民
脚步，走出方寸之地、阅尽大千世界，倾心书写人
民，倾力反映人民心声，始终与人民一同前行，让
自己的心永远随着人民的心而跳动。 （哈丽琴）

闭门觅句非诗法
只是征行自有诗

新官要理好“旧账”
◎李向岳

俗话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人事更迭，新
老交替，是事业的延续，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无
论是新官还是老官，都有推进发展连续性和稳定性
的职责。作为新官、继任者，必须客观对待前任工
作，既要努力办好新事，又要理好旧事，切忌全盘推
倒、重起炉灶。

任何新的成绩都是在原有基础上取得的，离不
开前任的辛勤耕耘，离不开一茬接一茬的持续奋
斗。理好“旧账”，是对过去的尊重，是对人民的负
责，更是对未来的担当。继任者应该担当职责，负
起全部责任，不可拈轻怕重、挑肥拣瘦，不能斤斤计
较、患得患失，让老问题击鼓传花。不论“新账”“旧
账”，都事关经济发展、事关民生福祉。只要是利于
事业发展、符合人民期望的“旧账”，无论多复杂多
困难，都要坚决拾起来、一以贯之抓下去。倘若新
官上任不理“旧账”，那“旧账”就会拖成呆账、坏账，
短期看影响了地方经济社会的一时发展，长期看则
给政府的权威与公信埋下了隐患。

政贵有恒，治须有常。改革发展是一场接力
赛，应当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一棒接
着一棒跑。领导干部想在任内干出一番政绩本无
可厚非，但任何一个地方的事业发展都具有连续
性，需要一届接一届长期不懈奋斗才能完成。传
承、沿用既有的经验做法，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一
张蓝图绘到底，既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又体
现从政者真抓实干、一心为民的务实形象。更何
况，一些民生工程由于时间、资金、人力、环境等因
素，不可能在一届班子的任期内完成，作为后来者，
应保持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拿好“接力棒”，跑
好“接力赛”，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

账目有新旧之分，而责任却无区别。能不能理
旧事，善不善理旧事，既体现领导干部的政治责任
与素养，更反映领导干部的执政能力与水平。任期
内干些出彩的事是政绩，把上一任的工作延续发展
好也是政绩。新官上任，既要“接位”，更要接力，深
怀为民之心、恪守为官之责，全力跑好自己这一程，
将人民幸福、群众满意作为价值标尺、施政指南，把
理好“旧账”作为分内之事，锚定目标不动摇，保持
状态不懈怠，运用新思路、新办法解决沉疴旧疾，用
新能力、新作风来保障工作落实，切实将问题账单
变为成效清单，真正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新老接替不是新老划断，新起点也不是零开
始。砥砺“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担
当精神，弘扬抓铁有痕、踏石有印的工作作风，敢于
迎难而上，勇于破釜沉舟，才能推动事业不断向前
发展，在沧海横流中彰显公仆本色。

电动自行车经济实惠、灵活性强，是消费者
日常短途出行的重要交通工具。但随着电动自
行车的普及，与之相关的道路交通事故数量也
在不断攀升。电动自行车限速25km/h的规定
虽然已经实施五年多，但落地执行效果却打了
折扣。记者调查发现，解除限速的门槛很低，卖
车附赠解速服务几乎成了行业潜规则。

——据央广网
锐评：道路安全无小事。商家不能把解

除限速当卖点，消费者也要增强安全意识，别
等出了事故才追悔莫及。

“我最近在一家电商平台买了两罐榛子，
买的时候商品页面描述显示，两罐榛子共500
克，但收到货后感觉很轻，称重后发现每罐榛
子实际重量只有144克。”江西省南昌市消费
者胡女士对记者说，“商家用的是加厚的塑料
罐，还有一包很重的干燥剂。”宣称每卷 100
只的垃圾袋，实际只有50只；5两的螃蟹实际
只有3两多；40包大包装零食，到手却是迷你
版小包装……在投诉平台上，关于网购商品
缺斤少两的投诉并不鲜见。

——据《工人日报》
锐评：网购商品缺斤少两，治理手段必须

“斤斤计较”，各方合力方能彻底遏制此类顽
疾，打造公平、诚信、健康的网络购物环境。

最近，教师被大量投诉围困，成为热门话
题。某基层教育局提供的台账显示，今年1月
至8月，该局共收到128条举报教师的信息，经
调查，仅7起举报基本属实。不实举报中，不乏
恶意举报，如编造教师体罚、辱骂学生等情
节。举报老师的理由还包括作业布置得太多
或太少、对学生太温柔或太严格、回复信息太
晚、当着学生吃外卖和没经验带不好班等。

——据《半月谈》
锐评：围困教师的不实投诉举报，不仅消耗

了教师的精力，还打击了他们的教学积极性。
只有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监管以及良性投诉举
报机制，才能真正促进教育的健康发展。

近日，央视记者报道了假冒进口水果的真
相。商家在包装印上外文，将国产葡萄等水果
冒充为进口水果，售价高昂。记者发现，这些
所谓的进口水果包装缺少必要信息，且海关总
署发布的名录中并未列入。业内人士透露，这
是普遍现象，很多城市都有。

——据央视新闻
锐评：消费者支付了进口水果的价格，拿

到的却是国产水果，货不对板就是欺骗消费
者。如此假进口、真欺骗的行为，该管管了。

前不久，沈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推出外
卖骑手“随手拍”活动，通过鼓励外卖骑手在
配送过程中发现并上报食品安全隐患，为食
品安全监管注入了新的活力。自 9月份活动
开展以来，已有超过 12%的沈阳外卖骑手注
册参与，一个月内即收到 104条风险隐患举
报，其中42条经核实为违法违规问题。

——据新京报
锐评：外 卖 食 品 安 全 事 关 消 费 者 的 健

康。让外卖骑手成为食品安全的“吹哨人”，
给“舌尖上的安全”添加了更多保障。

前不久，“爷爷沉迷刷手
机，3 岁孙子独自去河边溺水
身亡”的消息让公众深感痛
惜，也引发社会对部分老年人
沉迷网络的思考。随着短视
频、直播的迅速发展，一些“网
瘾老人”两眼一睁刷剧到熄
灯，埋头扫码做任务，打赏主播豪横买单，疯
狂购入保健品……他们不但被各种短视频、
短剧“拿捏”，还很容易掉入大数据织成的

“信息茧房”，带来各种问题。
随着智能手机普及，越来越多的老年人

开始接触并使用新媒体平台。短视频凭借
其便捷的操作和丰富的内容成为他们的新
宠。以往反映老年群体生活的影视作品多
是年代戏，以日常生活反映时代变化。浪漫
的偶像剧、逆袭的“爽剧”往往属于年轻人。
而现在微短剧直接将镜头聚焦于老年群体，
给出独特的“情绪价值”，让不少老年人为之
痴迷。

老年微短剧火爆，随之而来的是老年人
沉迷问题，有老人看剧上瘾，不知不觉中花费
不菲。目前，短视频平台上的微短剧往往采
用前期免费试看、后期收费的形式，这是一种
正常的商业模式。但关键在于，老年人往往

对网络付费操作一知半解，尤其是繁琐复杂的
付费模式，可能会让老人在稀里糊涂的情况下
产生高额费用。一些微短剧以低价吸引老年
用户付款，在支付时默认勾选续费选项，使用
户自动续费，或者设置多种付费选项，混淆单
集、全剧、平台的概念。对于一些老年人来说，
根本无法清晰计算自己追剧所花费的金额。

在各短视频平台充值页面上，会有“未
满 18 周岁的未成年人应在父母或其他监护
人监护、指导、同意的情况下进行相关操作”
的提示，而对于老年群体则无相关规定。加
之不少平台的付费页面都把付费金额转换
成了虚拟币，这无疑模糊了选购微短剧的具
体花销，还有平台自动勾选“开通自动连播”
选项，种种对老年人不友好的页面设计，则
可能会形成付费陷阱。

诚然，老年微短剧本身是值得肯定的形
态，不能因为少数微短剧质量低、价格机制

尚待完善就抹杀了整个行业。
老年人在合理的范围内花些钱
进行娱乐消遣，未尝不可，但也
要适度。一方面，相关平台应开
通老年付费模式，解决数字弱势
群体冲动消费难题。针对老年
消费者可以通过多次提醒、大字

或显著标识进行告知以及设置付费上限等
方式防止冲动消费。另一方面，相关平台要
针对性提供老年版手机应用软件，让消费条
款和退费渠道更加便捷透明，或者设立监管
账户对老年人观看微短剧的支付流程进行管
理，也可为老年人设置亲情账户，让家人知
悉老人的花销用处。

要 解 决 老 年 人 过 度 付 费 所 产 生 的 问
题，应进一步推动行业收费的透明化。在
既有体系的基础上，可考虑多方协同出台
措施，如将具体收费方式及标准列入微短
剧的备案信息，要求经营商向消费者公示
完整观看微短剧可能产生的最高费用、禁
止通过不合理分拆或小程序多级跳转等方
式进行重复收费等。通过强化告知义务，
落实明码标价，优化自动续费机制，保障老
年消费者的知情权、公平交易权和自主选
择权。

【街谈】

让老年人远离微短剧“围猎”
◎吴学安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内蒙古秋收已
过半，到处是丰产丰收的好光景，刷新亩产最
高纪录的好消息也不断传来：通辽玉米刷新全
国粮食主产区大面积单产纪录；兴安盟的水
稻、大豆，巴彦淖尔的向日葵、小麦、马铃薯，也
都刷新了内蒙古的高产新纪录。

秋粮丰收、屡创新高的实力，离不开科技
的赋能。放眼北疆大地，热火朝天的秋收景象
尽显“科技范儿”。“长眼睛”“装大脑”的智慧农
机，收割、打捆、装运一条龙精准作业，省工、减
损、提效、降耗，秋收速度和质效不断提高。不
仅是秋收，科技的力量也贯穿着耕、种、管的各
个环节。从大力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打造肥
沃“良田”，到选育抗病抗虫、耐旱耐盐的“良
种”，再到农业机器人、植保无人机等“良机”，
一系列应用到农牧业生产一线的最新科技为
粮食丰产丰收注入了强劲动力。

科技赋能绘就北疆大地好“丰”景，正是全

区 农 牧 业 综 合 生 产 能 力 不 断 提 升 的 生 动 写
照。这些年，内蒙古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
技”，运用科学栽培、绿色植保、水肥一体等技
术实现智能化种植、标准化管理、机械化收获，
不断夯实北疆粮仓的丰收基础。

科技创新是推动农牧业现代化与可持续
发展的重要引擎，也是充分挖掘和释放农牧
业 增 产 潜 力 的 关 键 一 招 。 作 为 国 家 重 要 粮
仓，内蒙古连续 6 年粮食生产保持在 700 亿斤
以 上 ，2023 年 达 到 791.6 亿 斤 ，创 历 史 新 高 。
近 10 年来，内蒙古粮食增产中 70%的增量来
源于单产提升。放眼未来，内蒙古要在科技
创新上继续发力，为农牧业领域打造更多新

质生产力，才能在提高单产上不断取得新突
破，把国家“粮仓”“肉库”“奶罐”建设得量大
质优。

打造农牧业领域的新质生产力，是一项长
期任务、系统工程，需要协同作战、集中攻关，
更需要久久为功、绵绵用力。尤其要在农作
物、畜禽育种上谋取大突破，实现农牧业“芯
片”的升级换代，为全区农牧业提质增效打造
更强劲新引擎。与此同时，大力构建现代农牧
业经营体系，转变农牧业发展方式，把更多先
进适用的品种、技术、装备等现代生产要素投
入农牧业生产中。

科 技 创 新 成 果 要 发 挥 作 用 ，关 键 在 人

才。要培养一批懂农牧业 、爱乡村 、爱农牧
民 的 科 技 人 才 ，鼓 励 和 支 持 他 们 深 入 田 间
地头 ，做好科学指导 ，解决技术难题。将先
进 的 科 技 成 果 以 适 宜 当 地 实 际 的 方 式 转 化
应用，推动农牧业新技术、新品种、新装备的
示范推广 ，实现科技与农牧业 、农牧民的无
缝对接。通过举办农牧业科技培训班、建设
推广示范基地等方式，提高农牧民的科技素
养和应用能力，使他们更好地掌握和运用现
代农牧业科技。

从“人扛牛拉”到“机械耕种”，从“汗水农
业”到“智慧农业”，从“靠经验”到“靠数据”，从

“会种地”到“慧种地”……科技创新的步伐永
不停歇，增产增收的纪录也将不断更新。向科
技要产量、要效益、要竞争力，以科技创新引领
农牧业高质量发展 ，跑出农业现代化“加速
度”，内蒙古定能为端稳端牢中国饭碗作出更
大贡献。

科技赋能绘就北疆好“丰”景
◎袁宝年

放眼未来，内蒙古要在科技创新上继续发力，为农牧业领域打造更多
新质生产力，才能在提高单产上不断取得新突破，把国家“粮仓”“肉库”“奶
罐”建设得量大质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