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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话题】

【议论纷纷】

“剩菜盲盒”悄然兴起

近日，“剩菜盲盒”开始在
部分城市悄然兴起。原价100
多元的寿司、30多元的中式面
点熟食、20多元的咖啡等，均
可用原价的1/3甚至1/4买到，
这吸引了不少年轻人“蹲点”抢
购。你怎么看？

“再见，南通！再会，朋
友！”11日晚9时30分，随
着知名音乐人许嵩献上的
最后一曲《有何不可》，历时
两天的南通紫琅音乐节到
了曲终人散时，现场的两万
多名乐迷却意犹未尽。随
后的时间里，在微博、抖音、
小红书上，关于紫琅音乐节
的话题在延续和展开。

（6月13日本报5版）

南通紫琅音乐节作为
城市文化新 IP，一夜爆火，
成功展示了如何吸引年轻
人和人才，为其他城市提供
了可借鉴的经验。

南通紫琅音乐节以音乐
和时尚为双核，紧密结合了
年轻人的兴趣和潮流文化。
年轻人是城市发展的生力
军，他们对于音乐、时尚等文
化领域有着较高的热情和参

与度。通过策划类似音乐节
的活动，城市可以满足年轻
人的文化需求，提供一个展
示个性和交流的平台，从而
吸引他们留在城市，并为城
市发展贡献力量。

南通紫琅音乐节注重
整合文化资源，形成文化生
态系统。音乐节不仅仅是
音乐表演，还包括文创市
集、美食餐饮等元素，构建
了一个多样化的文化体验
空间。这种整合性的活动
设计，吸引了更多的人才和
创意产业参与其中，形成了
一个良好的创业和就业环
境。城市可以借鉴这种思
路，整合城市的文化资源，
激发年轻人和人才的创造
力和创新精神，形成文化产
业的集聚效应。

南通紫琅音乐节展现
了城市的应急机制和控场

能力。尽管音乐节期间遭
遇恶劣天气，但通过强大
的应急机制和控场能力，
使活动能够顺利进行，并
且向外界展示了城市的韧
性和精神。

总之，南通紫琅音乐节
成功展示了如何打造一个青
年和人才友好型城市的模
式。通过注重年轻人的文化
需求、整合文化资源、灵活应
对挑战、支持创新创业、优化
基础设施、开展对外交流与
合作等方面的努力，城市能
够吸引更多的青年和人才扎
根，为城市的繁荣与发展作
出积极贡献。这种模式不仅
适用于南通，也可以为其他
城市提供借鉴和启示。

南通紫琅音乐节爆火
给我们带来的启示

□孙维国

9日，南通科技职业学
院非遗数字化保护项目负
责人于翔副教授指导大学
生对蓝印花布纹样整理，建
立数字化档案和数据库，为
大学生创业项目进行准备。

（6月13日本报8版）

非遗离我们并不遥远，
理应多姿多彩地融入现代
生活。

让非遗“活起来”，要丰
富更多的应用场景。“互联
网+”时代，人工智能、大数
据等现代科技日新月异，要
注重科技赋能，线上线下资
源整合，网内网外创新融
合，利用短视频、抖音直播
等，赋予非遗技艺、非遗项
目、非遗产品更潮、更萌、更

时尚的表达方式，全面展现
非遗的时代气息和创新活
力。同时，要加大项目包装、
活动策划力度，找准传统与
现实融合的切入点，组织开
展非遗拓展体验、非遗购物
节、非遗文艺演出、非遗网红
达人直播带货等一系列活
动，开发更多适合不同消费
群体参与的场景和产品，使
非遗精品从幕后走向台前、

“飞入寻常百姓家”。
这几年，“非遗+文创”

“非遗+旅游”“非遗+教育”
等“非遗+”产业在南通风
生水起。让非遗“火起来”，
强化产业延伸和品牌打造
至关重要。一方面要打造
新业态，延伸非遗产业链，
提升非遗价值链，推动非遗

衍生品的品质提升、品牌培
育和市场拓展，在更广范
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实
现与文旅、美食等深度融
合、蝶变升级；另一方面要
拓展新领域，与城市更新、
乡村振兴等结合起来，在景
区、商业街区、乡村民宿示
范点建好一批非遗体验区、
非遗工坊、老字号店铺，用
市场手段唤醒“沉睡的遗
产”，打造独树一帜的IP，不
断提升非遗的可见度、辨识
度与影响力。

一言以蔽之，南通作为
文化大市，非遗门类繁多、
精品琳琅满目，坚持系统性
扶持保护、活态化传承创
新，就能在新时代绽放出更
加迷人的光彩。

推动非遗融入现代生活
□知新

11日，启东市公安局文
峰警务工作站收到一位母
亲送来的锦旗，感谢民警帮
忙找到了她走丢的女儿。

（6月13日本报7版）

众所周知，孩子由于年
龄小，是非辨别能力弱，一旦
走失，相当危险。可以说，这
一起儿童走失警情给我们的
家长敲响了一记警钟。因此，
笔者以为，防范儿童走失亟
须多方发力。

首先，父母要“发力”。
一方面，家长要做好管护工
作。家长带孩子到人多人

杂的场所，一定要让孩子自
始至终在视线范围内，切忌
因一时疏忽而让孩子脱离
视线，或给拐卖儿童者有了
可乘之机；另一方面，家长
要做好教育工作。平时在
家里，家长应多给孩子灌输
防走失教育，让孩子能报出
家长的姓名、电话，并教会
孩子辨认民警、保安等制
服，遇到问题可及时求助。
同时，家长要给孩子准备必
要的防走失装置。比如给孩
子准备联系卡、佩戴智能手
表等。

其次，民警要“发力”。

无论是城市里还是农村里，
各地派出所应建立日夜巡
查制度，一旦发现有儿童独
自四处游荡，或哭叫，就应
及时询问和安慰，并通过相
关信息、渠道及时与儿童家
人取得联系，确保走失儿童
能及早回家。

其三，民众要“发力”。
广大民众在外出期间，一旦
发现有走失儿童，就应伸出
援手，既要抚慰、安顿好走
失儿童，又要想方设法与民
警或家长取得联系，把走失
儿童尽快送到派出所或父
母身边。

防范儿童走失亟须多方发力
□廖卫芳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
吾幼以及人之幼。”且不说这
是企业应有的社会责任，就是
从用户思维来说，随着出生率
的降低以及中老年人口的增
加，“一老一小”才是含金量较
高的消费群体。商家的眼光应
该长远一点，而不是等到市场
供大于求了，这才去奉承“一
老一小”。

——东方网：《“40岁以上
禁租”的背后，是对选择权的
侵犯》

健康和谐的消费生态需
各方共同维护。诚信既是商
家的经营之道，也是消费者应
遵守的原则。消费者享受合
法权益的同时，也要尊重商家
的合法诉求，不能滥用平台的
倾斜性保护政策，毫无底线钻
规则漏洞。经营者要满足消
费者合理退货需求，但对于

“薅羊毛”行为要敢于说不。
电商平台要切实承担相应责
任，制定更加明确的退货标
准，通过数据甄别、举证投诉
等多种方式健全纠纷处理机
制，维护平台良性生态。相关
部门也要进一步完善制度设
计，兼顾买卖双方利益，为营
造良好的市场秩序和活跃的
消费环境保驾护航。

——经济日报：《“无理由
退货”莫滥用》

优美儿歌

南通大剧院童声合唱团
依据宋代诗人杨万里的七言
绝句《小池》改编的一首“古
诗词儿歌”《小池》，在视频平
台获得了很高的转发和点赞
量。这首“古诗词儿歌”的创
作者希望让“古诗词儿歌”能
被更多人听到，被更多孩子
传唱。

（6月13日本报4版）

加大好儿歌推广力度
□宝哲

儿童歌曲也罢，儿童歌谣
也罢，其实其最大的作用在
于，不仅能够让孩子愉悦身
心，还能传播积极向上向善的
文化，让儿童歌曲、儿童歌谣
促进孩子的健康成长，让他们
开阔眼界、学到知识。总之，孩
子需要的不能只是口水歌的
朗朗上口。没有知识营养、文
化营养的儿童歌曲、儿童歌
谣，即使“孩子很喜欢”，其作
用也不大。

因此，我们需要帮助创作
者推广有意义的儿童歌曲、
儿童歌谣。一方面，要对创
作者关心厚爱，让他们的创
作“物有所值”；另一方面，要
让他们专心创作，不为推广
而分心，文化部门、视频平台
要多给优秀儿歌赋予推广的
流量。传唱经典，需要更多

“古诗词儿歌”歌声嘹亮、悦
耳动听。

期待涌现更多好儿歌
□卞广春

儿歌，伴随每个充满幻想
的童年，承载一代人的美好记
忆。关心儿童的健康成长，理
应要为当代儿童创作更多好
儿歌。

儿歌创作，要肩负起优化
儿童生存状态的责任，关注优
美儿歌奇缺这个既严重又迫
切的问题。一方面，通过优美
儿歌，让过多并不适合儿童的
口水歌远离孩子；另一方面，
要呼吁社会，为孩子创作和提
供更多积极向上的优秀儿歌，
用优秀儿歌满足当代儿童的
审美需要，使优美儿歌陪伴孩
子的成长。

社会各方面要关注和鼓
励儿歌创作，要积极投入资
金，把儿歌创作列入文艺创作
的工作计划中，让当代儿童作
品占有一席之地。政府方面
可以邀请优秀文化工作者走
近儿童，参与创作出贴近时代
脉搏，备受儿童喜爱的儿歌作
品；社会人士应积极出谋划
策，出钱出力，组织形式多样
的优秀儿歌有奖征集活动，推
动优美儿歌的创作、教唱、传
播等工作。

@孙建国“剩菜盲盒”之
所以能够兴起，是因为消费者
少花钱就可以得到优质实惠而
又能尽享的美味食品。同时，商
家也不会因临期或者当天没卖
完而造成食品浪费，可以说是
既环保又得利，可谓一举双赢，
值得好好发展。

@大美井陉“剩菜盲盒”
营销不是不可以，但不能剥夺
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知情权，
这就需要对“剩菜盲盒”进行必
要的规范和约束。尤其应该考
虑将剩菜作废的最后截止日期
明确标注出来，以确保“剩菜盲
盒”中的食品安全。

本期话题下期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