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谁听我说

“老字号” 是我国传统文化
积淀的结晶，是穿越时光长河的
文化瑰宝，同时也承载着世代传
人的智慧与汗水，已成为不同地
域文化特色与文明遗产的生动
见证。几乎每一个城市都有属于
自己的“老字号”，每一个地方的
特产中，“老字号”往往又是最富
有特色的。

可以说，“老字号” 是最容
易牵动人心的老话题， 却往往
又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常提常
新。没有一成不变的“老字号”，
只有传承创新的好传统、 好手
艺、好产品。

据统计， 现有全国中华老
字号仍有 1455 个， 涵盖 30 多
个行业，平均年纪 140 岁，妥妥
的“百年老店”。 这些百年传承

的“老字号”，几乎都有各自特色
的非遗工艺或手艺，堪为“祖传
秘方”的特色工艺也正是其传承
生存之本。 由于受制于历史条
件、生产工具、材料的局限，这些
“老字号”的原始生产方式、工艺
往往十分复杂， 工序工艺要求
高，成为传承的难点。 有些“老字
号”的产品，局限于历史上的材
料、口感，缺乏时代特色，背离了
年轻人的消费口味，而难以成为
消费热点。 如何让“老字号”焕发
新活力，成了当下众多“老字号”
面临的时代之问。

其实， 市场无论怎么迭代加
速，品质、特色取胜的道理始终未
变，这也正是“老字号”赖以生存
的根本之道。“老字号”之所以成
为老字号， 正是在于其品质和特
色。 在永葆基于品牌历史的品质
和特色的基础上， 积极融入时代
元素，参与大众生活，运用
现代化科技与营销方式，
同时主动与青年对话，发
掘并吸引新消费群体，才
能在时代传承中求新求

变，才能让“老字号”焕发新活力。
令人欣慰的是， 近年来“国

风”“国潮”等消费潮流的流行，为
“老字号”的传承创新带来了更多
可能。 不少“老字号”品牌通过跨
界联名，科技加持，文旅融合、电
商营销、数字赋能等方式，赢得了
新消费的一席之地。

“老字号”的魅力，归根到底在
于融入百姓生活，在于其根植传统
亲近大众过程中积累的信誉，也是
其延续生命力的重要方式。 当下，
无论是城市漫游、文旅融合，还是
传统回归、潮流对话，这些时尚生
活方式的变化都为“老字号”带来
了人气与流量。

期待更多地方的“老字号”，在
新的城市蝶变中以其卓有的特色，
抓住新时代消费机会，在求新求变
中焕发新的时代活力。 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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焕新“老字号”
□于杭

近年来， 一些不法人员人
为制造热搜，通过虚假流量误导
公众，扰乱网络生态。

花钱买榜， 早非新鲜事；
热搜成生意， 我们也时有耳
闻。 前不久，“热搜可定制”“你
吃的瓜可能是被刷出来的”，
让人瞠目结舌。如今，5 万元可
“造” 热搜， 更是让人大跌眼
镜。 原来，仅需区区几万元，就
可在热搜榜上消费一番，这般

“白菜价”， 足见其技术之成
熟、乱象之严重。

近年来， 警方有力打击了
“网络水军”的嚣张气焰，“清朗”

系列专项行动也取得了积极成
果。 但也要看到，一些平台显然
还没尽到应尽之责，有的甚至还
在装睡、装傻、装聋作哑。

先看实名制。 从刷单、刷量
到有偿删帖、大肆炒作，凡是有
流量的地方，就有“水军”的身
影。 他们是一个个账号，在这条
灰色产业链条上充当着“网络
刷手”。 可问题在于，这些账号
大都由实名注册、 大量
收购而来。 实名制，岂能
四处漏风？ 但凡来一次
人脸验证就可将大量账
号拦在门外， 平台不会

做还是不想做？
再说热搜机制。 对于话题热

度的计算方法、 热搜榜单的形成
机制，各平台都有自己的门道。 但
有的宣称“技术中立”，给“水军”
大开方便之门。 对此， 必须转变

“流量至上”思维，健全信息把关
机制，对上榜内容强化实时监测、
技术甄别，对人造热搜出狠招、动
真格。 ①2

花钱买榜，该“凉凉”了
□夏振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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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是所没人报考的大学，但它
年年招生，能毕业的都是强者。

●生活不要安排得太满，人生不要设
计得太挤，不管做什么，都要留点空间，好
让自己可以从容转身。

●生活中，你可以随时转身，但是不
能一直后退。

●人生有一道难题，那就是如何使一
寸光阴等于一寸生命。

●不要因为别人的评价否定自己的
成绩，也不要因为自己的成绩忽视别人的
评价。

●快乐的根本，不在于你能够遇到多
少好的事情，而在于你能够忘记多少不好
的事情。

●长大的含义不是具备索取的能力，
而是拥有牺牲的勇气。

●生活本不苦， 苦的是欲望太多；人
心本无累，累的是诱惑太重。

●绝望的另一端就是希望，危机的尽
头就是转机，只要信心不倒，脚下的路就
还会继续。

●在追逐理想时，不是非要遇到志同
道合的人才能上路， 往往是等你上路了，
才能遇到志同道合的人。

●能够在独处时安然自得，才会在喧
嚣时淡然自若。

●繁华三千，看淡即是云烟；烦恼无
数，想开就是晴天。

●遇到糟糕的生活并不可怕，可怕的
是你丧失了去改变它的勇气。

●自己喜欢的日子， 就是最美的日
子；适合自己的活法，就是最好的活法。

●这个世界上没有不带伤的人，只有
不想被治愈的人。

●如果你总是对白天的吵闹耿耿于
怀，就无法安享夜晚的宁静。

●请相信，那些偷偷溜走的时光，虽然
催老了我们的容颜，却丰盈了我们的人生。

●真正能让你摆脱烦恼和忧伤的，从
来不是别人的不幸和痛苦，而是你自己的
无畏和乐观。

●心清一切明，心浊一切暗；心痴一
切迷，心悟一切禅。

●你可以低落， 但一定不能堕落；你
可以虚荣，但一定不能虚伪。

●知识不一定能改变你的人生，但一
定可以给你改变人生的机会。

●再美的风景，你不上路，也只能存
在于别人眼中；再周全的计划，你不去实
施，也只会成就别人的功绩。

●世界其实没有悲剧、 喜剧之分，如
你能从悲剧中走出来那就是喜剧；如你沉
湎于喜剧之中那就是悲剧。

●平淡的日子里， 陪伴是朝花夕拾；
风雨的日子里，陪伴是同甘共苦。

●鹿的脖子再长， 总高不过它的脑
袋；人的脚趾再长，也长不过他的脚板。

●跨不过的门槛不要硬跨，跨过了是
门，跨不过就是坎。

———摘自图书珍藏书目郭同春校长

编著的《精粹语言汇编》

6000 元的平板、8000 元的
手机、上万元的电脑……距离开
学还有几天时间，但准大一新生
的“开学装备”带来了一波消费
潮。 面对商家吹捧的开学“全家
桶”“四件套”，动辄“几万 +”的账
单让不少家长直呼吃不消。开学
季还没到，家长的钱包就“余额
不足”了。 究竟是要“经济开学”

还是要“开学经济”？ 这是广大新
生需要正视的问题。

“经济开学”与“开学经济”不
但词组语序不同， 内涵更是迥然
不同。“经济开学”就是量体裁衣，
适可而止，购置“开学装备”不求
高档化，简约、实用就行。 而“开
学经济”则不同，凡事追求高档
化，手机要 8000 元以上的，手提

电脑要上万元的，耳机要
上千元的……开个学没
有几万元下不来。 难怪一
些家长直呼“余额不足”，
一些学生的“高档配置”的

确让家长难以承受，颇为头疼。
可怜天下父母心。为了供养孩

子上学，很多家长节衣缩食，省吃
俭用，而有些学生则完全不顾家长
苦衷，一味索取，实在不应该。静以
修身，俭以养德。 学生进入高校是
来学习的，而不是来享受的。 除了
购置开学装备之外，家长们还要拿
出学费、生活费供养学生，累加起
来不是个小数目，学生们要多多体
谅父母的不容易， 别让攀比遮望
眼。要比就比学习，比思想修行，万
万不可比吃、比穿、比用，要“经济
开学”不要“开学经济”。 ①2

要“经济开学”不要“开学经济”
□李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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