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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让食品安全的田野枯萎
■林洁霞

扫一扫，看云江时评专题

如何让助企服务
不流于表面和形式？

■项颖

“酱香拿铁”凭啥掌握流量密码
■林翔翔

别让“跳水大爷”们
就此遗憾谢幕

■唐亦佳

嗨 翻 全 网 的“ 天 津 跳 水 大

爷”，从爆红到匆匆谢幕，仅仅只

有半个月不到的时间。

8 月底，“天津跳水大爷”在短

视频平台上爆火。一群天津大爷

站在当地狮子林桥上或高喊口

号，或讲两句相声，在众人的笑声

中一跃跳入海河。他们的喜感表

演吸引了现实人潮，也吸引了网

络流量，狮子林桥被网友戏称为

“8A 级景区”。但是仅过了 10 来

天，一纸署名“天津狮子林桥跳水

队”的倡议书将这一现象级名场

面划上了句号。倡议书说，因为

狮子林桥“跳水”的平台是海河景

观灯设施，政府在日常的巡查检查

中发现平台下支撑角钢锈蚀严重，

存在安全隐患，不具备跳水的条

件，所以为了桥上、桥下通行安全，

大爷们决定退出狮子林桥跳水，也

倡议大家不要在狮子林桥玩跳水

了，腾出地儿来，让政府维修。

虽然名义上是大爷们发的倡

议书，但明眼人一看都知道，这背

后是当地政府做出的艰难抉择。

爆红的天津大爷短短时间内给天

津带来了“泼天的富贵”，随着全

国各地的旅游者和跳水爱好者一

窝蜂来“打卡”，8 月下旬，狮子林

桥周边的餐饮和酒旅订单均出现

较大幅度上涨，其中美食订单量

环比增长了 13.3%，酒旅订单量增

长了 16.3%。不仅如此，海河跳水

还直接带动了“天津之眼”打卡上

涨 22.9%，“天津古文化街”打卡上

涨 13.1%，“意式风情街”打卡增长

51.8%。

但由此带来的安全隐患和管

理难度也陡然上升：随着越来越

多的人前去海河边围观和跳水，

当地政府部门不得不安排大量人

员维持周边秩序，同时出动消防

员在现场随时准备救援。短短几

天内，蓝天救援队便救上了十多

名跳水者。其中，7 人因为跳水姿

势不当而昏迷，5 人不幸溺水，还

有 2 人因突发疾病而陷入危险。

“跳水大爷”们也几乎没空跳水

了，忙着劝阻人跳水和下水救人。

民间自发的娱乐体育运动难

免有着先天不足和安全缺陷，但

这并不意味着一关了之、因噎废

食就是最好的选择。在这方面，

不妨借鉴一下贵州村超、村 BA 的

管理模式。据数据显示，贵州村

超、村 BA 每场球赛观赛人数，“村

超”不低于 5 万人，“村 BA”不低于

2 万人，很多人为了看比赛不惜登

梯爬树。同样是人潮汹涌，同样

是火出天际，同样面临安全和管

理难题，但村超、村 BA 硬是做到

了“零安全事故”，矛盾纠纷快速

化解，求助渠道畅通无阻。

满足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

人的全面发展，群众体育运动不

可或缺。无论是各地存在已久的

暴走团、广场舞团队、龙舟队，还

是走红的大爷跳水队，都需要在

火爆的群众体育运动和安全合规

方面找到平衡。如何让民间自发

的体育娱乐活动走得更远，在强

身健体和安全合规且不影响公共

利益之间找到公约数，是摆在天

津城市管理者，也是所有其他城

市管理者面前一道必须回答、也

必须答好的考题。希望天津的城

市管理者充分利用好修理一座桥

的答题时间，给出人民群众满意

的答案，别让跳水大爷们带着遗

憾就此谢幕。

日前，我市12个年工业产值超

20 亿元的乡镇（街道）的企业服务

中心“上岗”，旨在打通企业服务“最

后一公里”，打造“近在身边、触手可

及”的企业服务品牌，为企业提供全

天候、全流程、全生命周期服务。

长期以来，助企服务的流于形

式是一个常见的问题，企业服务中

心是否会成为走过场的一个机构

呢？笔者认为，懂企业所需，“因材

施教”最重要。

首先，确保助企服务与企业的

实际需求和目标相匹配。这意味着

在提供服务之前，需要进行充分的

需求分析和沟通，了解企业的具体

问题和期望。只有懂企业的真正需

求，才能提供有针对性的解决方

案。那么，企业需求收集成为了第

一环，需要配备企业信任、愿意敞开

心扉的助企服务员。

其次，助企服务需要注重实际

效果和成果。不仅仅是提供一些表

面上的帮助和建议，而是要确保这

些帮助和建议能够真正解决企业的

问题，带来实际的改善和增长。因

此，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需要邀请

企业自己认可的专业团队，进行有

效的监测和评估，确保所提供的帮

助能够产生实际的效果。建议成立

专业分工明确的“助企专家库”，通

过集成式的“专家会诊”，为企业发

展把脉开方。

再次，助企服务还需要注重持

续的沟通和反馈。助企服务员与企

业保持密切的联系，了解他们的反

馈和意见，及时调整和改进服务的

内容和方式。通过与企业的良好沟

通，可以建立起互信和合作的关系，

确保助企服务不仅仅是形式上的支

持，而是真正能够满足企业的需求

和期望。

最后，助企服务需要注重专业

性和专业知识的提升。助企服务提

供者应该具备丰富的经验和专业知

识，能够为企业提供有价值的建议

和支持，更好地满足企业需求，避免

流于形式。企业分管部门可不定时

牵头开展各类助企沟通提升会，不

断学习和提升专业能力。

笔者认为，要让助企服务不流

于形式，关键是确保与企业的需求

相匹配，注重实际效果和成果，持续

沟通和反馈，以及提升专业性和专

业知识。通过这些方法的应用，助

企服务可以真正发挥作用，为企业

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这个初秋，话题界的顶流当属

“酱香拿铁”。瑞幸咖啡与贵州茅

台联合推出含酒咖啡饮品，产品初

登场便刷爆朋友圈、登上社交媒体

热搜榜首。年轻消费群体在社交

平台自发扩散，调侃瑞幸“嫁入豪

门”，计算咖啡中的茅台含量，甚至

各地交警出面测试是否算“酒

驾”。在这波免费营销助力下，瑞

幸和茅台“赢麻了”，单品仅上市一

天，首日销售额就破了 1 亿元，甚

至带动了A股白酒板块应声而涨。

咖啡加美酒如此上头，纯粹因

为口感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从热议的话题来看，这次成功得益

于新老品牌跨界“联姻”、“创新+

文化”的融合。贵州茅台非常清

楚，年轻人是消费主力，白酒行业

需要“年轻化”；瑞幸咖啡则借助茅

台的高端品牌形象，提升品牌调

性。两家企业精准掌握了年轻消

费者猎奇和追求个性的心理，联名

定制款杯套、贴纸、拎袋图片，配以

“19块喝到人生第一口茅台”的文

案，从而实现“1+1>2”的营销效

果。

瑞幸和茅台不是饮品跨界混

搭的首例，绍兴人早已把世界三大

古酒之一的黄酒融入了年轻时尚

的奶茶里、冰棍里，成为游客必吃

的绍兴特产之一。黄酒养生保健

的功效深入人心，但随着消费升

级，也曾一度陷入被固化的窘境，

甚至不太受年轻人待见。于是，百

年会稽山与时俱进，与古茗跨界合

作，联名开发“酒香沁乌龙”黄酒奶

茶，让更多的年轻人接受和体验黄

酒。

可以说，“酱香拿铁”与黄酒奶

茶的成功“如出一辙”。但茶饮

类、咖啡类的联名产品有不少，为

何没有爆火？流量密码其实在于

品牌之间擦出的火花、延伸出的

代际话题和社交属性。“传统”与

“时尚”相互借力，优势互补，用乘

法效应传播品牌文化，既颠覆了

“老字号”的“老年化印象”，又给

时尚产品注入了传统的中华民族

元素，加上产品营销的大胆创新，

从而实现双方合作双赢。

饮品行业的成功，是近年来跨

界联名之风越演越烈的缩影，其背

后是传统品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如故宫出版社联合真人密

室逃脱游戏推出《迷宫·如意琳琅

图籍》，传统汉服中加入时尚元素

制作成半裙式汉服等。各种品牌

或 IP 通过“破圈”组合，以联名营

销或深度合作等方式进行品牌优

化、产品创新或业务拓展，让优质

的供给促进消费甚至创造出新需

求。

“老字号”品牌越来越“卷”，它

们深谙年轻群体心理，掌握了年轻

客群的流量密码。然而，品牌创新

并非投机取巧的“一锤子”买卖，创

新固然重要，但当热闹过后 ，潮水

褪去，要想真正久居市场“榜单”，

依旧要靠产品质量说话。

“用洗拖把的自来水勾兑橙

汁”，近日在温州乐清田野中餐厅

发生的事件，不仅令人震惊，也再

次将食品安全问题推到了公众视

野的中心。这一事件不是孤立

的，而是食品安全问题长期存在

的一个缩影。从地沟油、塑化剂

到三聚氰胺，一系列食品安全问

题已经让不少人对食品产业失去

了最基本的信任。

首先，这一事件反映了监管

缺失和法律制度不健全的问题。

尽管我国有关食品安全的法律和

规定在近年来有所完善，但执行

力度和监管仍然存在明显不足。

这使得一些不良商家有机可乘，

甚至在明知其行为不仅不道德、

且可能危害消费者健康的情况

下，仍然肆无忌惮地追求利润与

方便。

但法毕竟不是万能的，再健

全的制度，也难抵过人心角落的

阴暗。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当

你在家里看到一只蟑螂的时候，

往往意味着已经有无数的蟑螂藏

匿于此了。当你看到冰山一角的

时候，水下还有更为庞大的冰山

在潜藏着。

当一家不合格的“田野中”暴

露在我们面前，可能在暗处，还有

好多家餐饮店正在同样地忽视着

食品安全。当一名员工贪图便

利，用自来水冲泡果汁的时候，可

能正有千千万万杯这样的饮料被

端上餐桌，饮用入口。

其次，社会舆论和媒体的作

用不容忽视。这次事件能够迅速

引发全国人民的广泛关注，起因

是群众勇敢地揭露与直面，而后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新闻媒体和社

交媒体等各级各类媒体的广泛关

注和舆论引导，进而点燃了百姓

心中对于食品安全那担忧的火

苗。这也显示了媒体在食品安全

问题上的社会责任和影响力。

食品安全无小事，不仅需要

政府和企业关注，也需要每一位

消费者高度重视。只有当全社会

都认识到食品安全的重要性，并

愿意为之付出努力，才能真正根

治这一问题。轻视它，就是在轻

视我们的未来。

田野中餐厅的事件是一个警

钟，它警示我们，食品安全问题远

未得到根本解决。从加强法律监

管，提高公众食品安全意识，到媒

体和舆论的积极参与和监督，每

一个环节都不能掉以轻心。

所以，一起努力吧，别让食品

安全的田野枯萎！

又到开学季，这段时间，网上

议论纷纷：教室卫生到底该谁来打

扫？

有的说，孩子是来学校读书

的，不是来打扫卫生的，怎么让孩子

去打扫教室；有的说，还没开学，学

校就打起家长的主意，让家长去学

校打扫卫生，这本该是学校的事情；

有的说，现在的孩子哪会打扫，家长

又忙，只能花钱雇钟点工去打扫；有

的说，打扫教室卫生本该学生来，学

校就要回归最初的教育作用，孩子

力所能及的事就得自己来干。

记得我们小时候，开学前，一

个是要准备好暑假作业，另一个

就是要去学校打扫卫生。同学们

带着布、水桶，一边打扫卫生，一

边聊着暑期的快乐生活，忙得不

亦乐乎。一面小小的卫生流动红

旗，承载着许多人对班级荣誉的

最初感知。从来没有人觉得打扫

教室卫生是家长的事或者是学校

的事。

教育部一直倡导学生劳动能

力的培养，《家庭教育促进法》规

定：帮助未成年人树立正确的劳动

观念，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提高

生活自理能力和独立生活能力，养

成吃苦耐劳的优秀品格和热爱劳

动的良好习惯。

然而现在的孩子，成长环境优

越、知识面广、学习能力强，琴棋书

画各种技能也越来越多，劳动能力

却越来越弱。家长们“重智轻劳”，

往往忽略了劳动方面的教育。家

长事事大包大揽、处处代办，孩子

劳动的机会可以说是少之又少。

在家里，不少家长事无巨细地包

干，连吃饭都打好饭端到前面，更

别说干家务了。在学校里，打扫卫

生，家长也都前往代办。试想，连

打扫教室这样的事情都不让孩子

做，又怎么能够培养他们从小热爱

劳动、珍惜劳动成果的习惯？一个

娇生惯养、万事皆由家长代办、“一

屋也不扫”的孩子，将来怎么去当

大任“扫天下”，怎么去应对各种风

险和挑战呢？

其实，除了一、二年级小学生

需要大人帮忙一起干以外，三年级

及以上的孩子都可以在老师的带

领下打扫教室卫生。一个暑期下

来，教室确实会比较脏，孩子打扫

也会比较累，但这不正是意志力磨

炼、责任担当培养的好时机吗？看

着自己打扫得干干净净的教室，孩

子们才能更好地体会到劳动的快

乐，也更有成就感。

开学打扫教室，让孩子们自己

来，既锻炼了孩子，又培养了劳动

技能，何乐而不为？家长们，适时

放手吧，这样孩子才会成长得更

快。

开学季，到底该谁打扫教室卫生？
■南文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