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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速览

新 闻 点 击

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喀什地区近期举办
“家乡美，祖国好”首届农民画大赛获奖作品
展。图为喀什市科技馆展厅一角。

阿迪力江摄 （人民视觉）

喀什举办农民画展

高考生凭证可打折

“凭高考准考证优惠获赠礼品”、“凭准考证可以参
与优惠活动”、“凭准考证购物满xx元减xx元”……随
处可见这样的宣传话语，考生手中的准考证，俨然成
为“打折神器”。

对于商家的这些促销，一些学生欣然接受，尤其
是数码产品更受学子们的青睐。记者在北京一家电子
产品卖场看到了不少年轻的脸庞，考生跟着家长来选
购电脑、手机、Pad 等电子产品，为即将到来的大学
生活做准备。据店员介绍，近期由家长带领前来购机
的考生占营业额的 30%左右，估计过一段时间生意会
更好。据往年经验，高考后的两个月销售量和客流量
是平时月份的3—5倍。

此外，全国不少地方的驾校也趁机推出了考生可
凭高考准考证享降价、折扣等优惠。有的驾校甚至还
提出了极具吸引力的促销手段，诸如“高考状元免费
学车”、“高考生凭证抵价 200 元”等来吸引考生。而
高考后相对火爆的K歌、餐饮业抓住商机，打出“谢

师宴”，“庆功宴”等考后套餐宣传牌，其价格低至几
百元，高至几千元不等。

放松型消费受青睐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也成为不少考生假期的
首选计划，“减压旅游”是考生放松身体及精神的一种
有效方式。当然，这也触发了针对学生群体的旅游市
场的火爆。一些旅行社也抓住了这个商机，推出了不
少专门针对考生的旅行线路。

数 据 显 示 ， 学 生 出 游 高 峰 集 中 在 七 八 月 份 ，
14-18 周岁的乘客机票预订量已经呈现明显涨幅，预
计在6月下旬会迎来预订高峰。

学生群体机票订单中，国际机票占比超过一半，
比国内游更受青睐。出境目的地中，美国、英国以及
加拿大备受青睐，北京飞伦敦、纽约、洛杉矶、芝加
哥、多伦多以及上海飞洛杉矶、伦敦等长航线都是预
订的热门。

“今年暑假，我们也准备了一系列的旅游产品供考
生选择，既有学娱结合的海外游学产品，也有适合考

生毕业旅行的丰富邮轮产品。此外，针对一些考生酷
爱日本动漫或韩流文化，我们也推出了日韩路线的相
关旅游产品。”凯撒旅游相关负责人说。

理性消费更重要

总是几家欢乐几家愁，有些考生选择旅途放松，
有些考生则为前程烦恼。

在网上，许多培训机构都已醒目地贴出了“高考
复读班”的招生信息。有些机构号称“提分快，更正
规”，有些机构则自诩“高考复读班的不二选择”。据
记者了解，一般学生复读一年的相关费用需要 6万多
元。而针对有些基础较差的学生，有些培训机构也设
置了“1 对 1 培训”课程，并按学生水平安排相应课
时，最高价格可到30万元。

为孩子买单的家长大多出于奖励、安慰心理，但
高额的费用不禁让人瞠目。专家提醒，“后高考经济”
的红火，固然有市场的原因，也源于许多不切实际的
造势。考生和家长有必要理性看待、冷静思考、量力
而行，切莫被商家牵着鼻子走。

从6月22日起，全国各省区市教育部门陆续在官网公布高考成
绩以供查询，学子们本应放松的神经再次紧绷了起来，如何填报高
考志愿成为一大“难题”。为了让学生不浪费考分而进入理想学校，
不少家长不惜花费重金请培训机构帮忙“支招”志愿填报。北京的
一些高考报考机构的填报培训叫价甚至高达近10万元。

其实，高考后，大打“高考”牌的产品不在少数，出国旅游、
驾校学车、进复读班等均在其列。各路商家瞅准了这一商机，纷纷
出招，“后高考经济”迅速红火起来。

出境旅游，总有亲戚朋友
拜托代购海外化妆品。近年
来，尤其是中高端品牌化妆
品，成为“海淘”的高频词。

在前不久举行的第 21 届
中国美容博览会上，来自欧
洲、日韩的化妆品牌阵容强
大，赢得了不少消费者的追
捧。在一些商业街区，有些国
产品牌占据了一席之地，但仔
细观察就会发现，主打的是怀
旧牌，“万紫千红”“友谊”“百
雀羚”等，主要客户是中老年，
主攻的是中低端市场。

消费升级了，但产业升级
并未跟上。随着国人收入水
平和消费层次不断提升，美丽
产业潜力巨大。美丽产业呼
唤“中国造”，供给侧的升级刻
不容缓。要让国产化妆品有
市场、有竞争力，一些短板亟
须补上。

其一，增品种。这是一
个越来越重视个性化需求的
时代。现在的消费者更希望
找 到 适 合 自 己 的 个 性 化 产
品、个性化品牌。

其二，提品质。有业内人
士坦承，在化妆品行业，价廉
质次的产品过剩了，但中高档
质优精品还不多。化妆品直
接用于皮肤，消费者最看重的
是品质。只有不断加大研发，
坚守工匠精神，不断提升化妆
品的品质才能赢得市场。

其三，打品牌。从技术
角度来说，外资品牌的研发
和市场开拓投入比国产品牌大，科技实力也比
较强，但这并不意味着国产品牌就无所作为。
须知，品牌需要培育，一些欧美高端化妆品品
牌进入市场也经历了不短的时间，国产品牌更
适合国人的肤质，这就是最大的卖点。

当然，政府部门也要给国产品牌营造更好的
环境。化妆品行业入门容易、形成口碑难，一旦
有了好创意，在国内很容易被仿冒，产品也容易
陷入同质化竞争。例如，中草药概念“中草集”

“千草汇”“荀草园”等一系列主打中草药的产品
纷纷上市，价格战随之而来。通过保护知识产
权，严惩仿冒制假者，可以让好品牌培育好市场。

当前，消费升级给各行业都带来了商机。
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如果不练好内功，增强紧
迫感和责任感，抓不住消费升级的关键“窗口
期”，就可能失去市场。中国是有深厚文化底蕴
的国家，做好美丽产业我们有积淀也有基础，
眼下更是有契机。 （据《经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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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点评

本报电（记者王俊岭） 近日，中国金融工
会、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等
单位共同在甘肃省临洮县金泽小学举行捐赠仪
式，为贫困地区的孩子们送去了价值 30多万元
的教学设施和文体器材，以解决当地部分学校
教学硬件设施缺乏的问题，帮助当地学生健康
成长。

据悉，除了捐赠教学器材，广大金融机构
对当地精准扶贫工作的帮助和支持更体现在加
大支农贷款投放、金融人才交流培养、金融网
点建设等经济工作的方方面面，这些都将为贫
困地区切实提高自身“造血”能力打下坚实基
础，是名副其实的真帮实扶。

甘肃加紧扶贫步伐

位于四川西昌老城区的建昌古城，始建于明代的
洪武二十年，距今已经有 600 多年历史。由于岁月侵
蚀，目前西昌古城仅保留着大通门等小段古城墙。

根据规划，西昌市启动了老城区综合整治工程，

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重现数百年前的古城风采。西
昌市文管所所长马玉萍介绍，古城墙将按照原貌修
复，最大的特点是采用古人修建城墙的办法，即全部
用糯米灰浆 （糯米+石灰） 代替现代水泥。

第一步：熬粥
每天10口大锅不熄火

约1500年前，中国古代建筑工人通过把糯米汤与
标准的灰浆按比例混合起来，从而发明了糯米灰浆。
经过现代科学技术研究，糯米灰浆修建城墙的工艺是
科学的，糯米含100%的支链淀粉，其分支点不容易切
断；石灰的化学成分是氢氧化钙，吸收二氧化碳时间
长了，就形成了坚硬的碳酸钙，“强强联合”所以很结
实。

“每天4名工人两班倒，10口大锅不熄火，日均熬
制六七十锅“糯米粥”，目前已经熬了 2个月。”陈军
是四川开禧建筑园林工程有限公司的技术负责人，他

告诉记者，修复这段不到1000米的古城墙，预计整个
工程需要50吨糯米。

第二步：砌砖
糯米+石灰代替水泥

糯米熬好后，工人用塑料大桶装起来运到修复现
场。“熬好后半小时就要进行人工和料，这样温度较
高，粘连性比较好。”陈军说。

古城墙由三层不同材质构成，所以在修复中也采
用同样的材质，第一层用鹅卵石，第二层用条石，第
三层是古色古香的青砖。陈军说，第一层的鹅卵石可
就地取材，第二层条石需要从雅安运来，第三层青
砖，按原有城墙青砖的两种型号烧制。目前成都、西
昌等地的10多家土窑厂在赶工烧制青砖，整个工程大
约需要37万块青砖。

在修复时，这三层材质的填充和接缝全部用糯米灰
浆。“普通的水泥浆不到一天就变硬粘牢，而糯米灰浆通
常要10多天才能变硬，而钙化则需要一两年时间，才能
完全发挥其作用。”陈军表示，时间越久，糯米灰浆粘连
的城墙就越加牢固，甚至超过水泥浆硬度。

此次古城墙的修复工程目前大约完成了 1/3。马
玉萍介绍，“西昌老城区按照明清风貌打造，争取创建
国家 4A级景区。”目前，老城区的停车场、游客中心
等配套服务设施也正在完善之中，预计在7月15日之
前完工后，可向广大游客开放。

（据《成都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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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20日，在位于安徽省合肥市
包河经开区内的巨一自动化装配车间
内，工人正在对即将出口白俄罗斯的
车身焊装生产线做最后的调试。

此次出口的流水线项目涵盖了27

套汽车机器人，总价值近 1 亿元，可
满足年产 8 万台汽车车身焊装的需
求。这也是安徽汽车机器人首次成套
出口。

李博摄 （人民视觉）

安徽：汽车机器人首次成套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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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支起大锅熬制糯米灰浆。 张健摄 （成都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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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拉萨电（记者许万虎） 经过大量
有效的资料收集、专家走访咨询及向社会各界
征求意见，西藏 《唐卡分类》 地方标准近日出
台实施。这一标准从唐卡材质和制作方法、内
容和题材、风格和流派等三方面，对西藏唐卡
进行系统规范的分类。

唐卡被誉为“随身佛”，是用彩缎装裱后悬挂
供奉的宗教卷轴画，距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西
藏自治区质监局标准化研究所所长旺钦介绍，西
藏《唐卡分类》地方标准，按照材质和制作方法，
将唐卡分为绘制唐卡、堆绣唐卡、宝石唐卡；
根据内容和题材，将唐卡分为圣像类唐卡、故
事类唐卡、教规教理类唐卡、藏医学类唐卡、
天文历算类唐卡、民俗类唐卡、建筑类唐卡、
其他类唐卡；按照风格和流派，将唐卡分为尼泊
尔画派唐卡、齐乌岗巴（齐岗）画派唐卡、勉唐画
派唐卡、钦孜画派唐卡、噶赤画派唐卡、勉萨画派
唐卡、其他画派唐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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