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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北 京
国 贸 这 样 的
热 点 区 域 ，
早 高 峰 时 平
均每 10 秒钟
就 有 一 辆 共
享 单 车 被 骑

走。从共享单车到共享汽车，
再到共享充电宝、共享雨伞、
共享篮球、共享停车位，这串

“共享+”的名单还在不断延
伸。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共
享”以极高的热度融进中国社
会，既改变着中国人的生活方
式，也催生着新的商业模式，
更新着社会治理的思路与方法。

黔 货 出 山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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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点评

便利了民众生活

假设您生活在中国北上广一线城市，并拥有
一部智能手机，那么您能享受的共享生活是这样
的：上下班骑共享单车到达地铁站，偶遇下雨天
借用共享雨伞，周末逛街手机没电用共享充电
宝，假期租共享汽车出行，过夜享受共享住宿。

以共享单车的火爆为始，共享产品以空前高
速融入生活的方方面面。不要以为这是专属年轻
人的潮流。在北京的街头，共享单车的使用者覆
盖老中青三代，横跨白领高管、建筑工人等各类
人群。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共有互联网租赁自
行车运营企业 30多家，累计投放车辆超过 1000万
辆，注册用户超1亿人次，累计服务超过10亿人次。

风靡背后，是“共享+”带来的实在便利。
闲置资源便利共享。广州的共享雨伞用户张

可说，“我们公司每年都有雨伞购置预算，但是
大多数伞拿回去就‘躺’在家里了，共享雨伞让
伞的使用流动起来，方便更多人生活。”

服务倾向私人化。北京的王璐是民宿短租的
忠实粉丝，她说，“短租的房子一般都能洗衣、
做饭，有客厅等公共活动空间，还能挑选自己喜
欢的装修风格，享受当地人的生活乐趣与定制服
务。”在她看来，共享堪称一项伟大发明，极大
地丰富着当下的生活方式。

带火了市场经济

移动互联网等技术的普及和网络金融的发

展，拉动着共享市场的快速增长。而这种新兴经
济模式，也频频受到资本青睐。

资本新宠共享充电宝在短短40天时间内获得
11笔融资，融资金额约12亿元人民币，介入机构
近35家。有的共享项目则是“兵马未动，粮草先
行”。日前共享雨伞项目“春笋”宣布获得500万
元天使轮融资，预计将于 6月份在北京和上海铺
设首批10万件产品。

多位投资人表示，许多细分领域仍有未被发
掘的闲置资源，如果这些项目具有高频次、需求
普遍的特点，就容易获得资本的青睐。

“共享”背后的经济效益亦十分可观。
据 《中国分享经济发展报告 2017》，2016 年

中国分享经济市场交易额约为 34520 亿元，比上
年增长103%；参与分享经济活动的人数超过6亿
人；分享经济的提供服务者人数约为 6000 万人。
报告预测，未来几年分享经济仍将保持年均 40%
左右的高速增长，到2020年分享经济交易规模占
GDP比重将达到10%以上。

李克强总理曾表示，共享经济不仅是在做加
法，更是在做乘法。“它有效降低了创业创新的
门槛，实现了闲置资源的充分利用，形成了新的
增长点，为经济注入更加强劲的动力。”

考验着社会治理

但共享行业如何规范？创新与风险如何平
衡？这些疑问考验着各方智慧。

共享充电宝引发对个人隐私安全的担忧；短
租平台出现的毁房事件带来信任问题；共享单车
的无序停放、骑行安全、单车损坏等也让企业和

用户头疼。
以共享单车面临的难题为例，上海同济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诸大建认为，“无论宏观层
面的城市规划，还是微观层面的道路设计、停车
摆放，都没有为大量公共自行车的到来做好准
备，政府提供的公共空间资源仍然不足。”

交通运输部部长李小鹏曾表示：“解决好共
享单车发展当中的问题，需要多方面共同努力。
首先政府部门要主动作为、超前谋划、创造条
件、加强监管，推动新的事物能够更好地发展；
二是运营企业要遵守城市的有关规定，遵循市场
规则，承担管理责任，特别是做好线下服务，守
诚信，提升服务水平；三是使用者也要增强文明
意识、遵守交通法规、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共享
单车的运行秩序。”

政府、企业与用户共同发力，这一思路也适
用于更多共享产品，共享经济呼吁着社会治理的
新思路。

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新红
指出，新兴业态变化快，靠审批解决新问题肯定
不行。如今供给方和平台方掌握更多基础信息，
要从政府监管走向协同监管。

“共享+”嵌入中式生活
本报记者 李 婕

近日，一篇百雀羚长图广告在朋友圈
引起“现象级”关注。

从古至今，林林总总的中国“老字
号”相伴中华民族崛起，历经了烟雨红尘
中每一个渐变的颜色。“老字号”或许是
国人舌尖上的美味，如北京烤鸭、六必居
酱菜、天津狗不理包子、长沙火宫殿的臭
豆腐、仁怀的茅台酒；或许是日用百货中
之一种，如瑞蚨祥布料、盛锡福帽子、张
小泉剪刀……穿越岁月沧桑的洗礼，他们
共同构成了中国的七彩光谱。品之咂之、
穿之戴之，口味纯正、质量过硬，无不让
人交口称赞、口碑相传。

人有老面孔，物有“老字号”。五千
年阳光雨露滋润，文明花开，“老字号”
在历史的河岸上丰姿摇曳。仁中取利真君
子，义内求财大丈夫。其实，五行八作的

“老字号”祖辈们，或许当时只是想通过
精工细作，混口饭吃。南船北马，东贾西
市，开餐馆，口味比老板重要；卖药材，
口碑比金杯值钱。不曾想，信得过、靠得
住，这饭碗管了一代又一代。到后来，

“老字号”管了自家人饭碗也管了别人的
饭碗。迁延时久，“老字号”便成了城市
的名片、都市的符号，家乡的骄傲。

新华网有这样一组数据或能说明问
题：2016年度《世界品牌500强》的平均年
龄达93.71岁。其中100岁以上的“老字号”
有206个。最古老的品牌是中国的茅台，迄
今已有 417 年历史。或云，数据是“冰冷”
的，但潜藏其间的“热能”是巨大的。“以德
为本，万利恒昌”。无一例外，这些“老字号”
的创始人及其后代恪守着经商的诚信准则
和道义，他们是家族之幸、国家之荣、人类
文明之幸，也是我们人类共同的无可替代
的财富霓虹和商业标杆。

人生最硬的关系是人品，商贾最铁的
品牌是诚信。品质改变世界。在时间的沧
桑之中，在世事变革之内，必须看到，

“老字号”是塑造中国品牌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但同时也应
看到，这些年来，我们许多“老字号”是被他人假冒伪劣挤垮
的、是被自家坑蒙拐骗败坏的，是被市场冲击、人为因素盘熄
火的。客观看待“老字号”的现状，因店施策制订出拯救方
案，显然有大量事情可做。

应该说，我们的国情、我们的体制，可以聚众人之力，兴
一家之事。关爱“老字号”，我们有责任、有底气；扶持“老
字号”，我们有理由、有信心。神州大地上，只要让品牌店多
一处安放，杂乱的山寨版、所谓的假李逵就会少一席之地；传
承中多一份创新，不断满足消费者的新需求，“老字号”的生
命与活力便可春意永续。

“一带一路”铺开美丽的风景，也铺开波澜壮阔的蓝海竞
技场。与世界品牌竞市场，与国际品牌扳手腕，需要更多民族
品牌的崛起。卓然屹立于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中，来往商贾如过
江之鲫，唯有与时俱进，方能推陈出新，实现青出于蓝。因
此，擦亮“老字号”不仅仅限于呼吁层面，而应在政策上、在
资金上、在保护“老字号”打假上，给予更多更充分的关注与
助力，而不是任由“老字号”苟延残喘自生自灭。

唱响“老字号”，需谱新华章。中国的“老字号”，雄起的
“老字号”，只有挺直了腰板，
“老字号”的“老”字才能延
展更长久。

（据湖北日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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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3日，“山东非物质文化遗产走进香港体验交流活动”在香港举行。山
东省16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展示齐鲁大地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保护成
果。图为曹州面人传承人李震报 （前右二） 向观众传授捏制面人技艺。

新华社记者 李 鹏摄

“温润气候、凉爽宜人，优质生长环境，成
就上好品质。”隔着电视屏幕，新鲜欲滴的猕猴
桃让人垂涎三尺，没想到广告片的结尾出现了
购买渠道的二维码，媒体精准扶贫原来可以这
么做。

精准扶贫新思路

“穷寨深山无人问，摇身一变炙手可热的致
富果。”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县阿戛镇村民李如
明高兴地说道。就在 3年前，他家还欠着外债，
日子过得很苦。去年他通过政府扶贫项目得到
了资金扶持，种上了精准扶贫项目力推的红心
猕猴桃，仅种植的纯收入就达6万元。

扶贫要精准，广告也要有导向。去年 9 月，
央视以贵州省为试点省正式推出“广告精准扶
贫”项目，在5个频道免费播出贵州猕猴桃、遵
义茶、织金竹荪、从江椪柑4个农副产品的公益
广告片。此举推动“黔货出山”，产品交易量大
增。

贫困地区新面貌

走访水城县勺米乡果力普村了解到，冯军书
原有 29 亩土地，主要以种植玉米为主，全家 5 口
忙作一年，收入不到1万元。2014年以土地资源
入股猕猴桃种植基地后，2015 年全家收入两万
多元。2016 年央视的公益广告又让贵州的猕猴
桃火了一把，价格上涨，仅土地分红就达到2万
元左右，全家提前实现脱贫摘帽。

从六盘水驱车前往遵义湄潭县，路边片片
茶海，放眼望去是延绵起伏的绿。同行的农民
说：“谁也没想到，几年时间，这个当年杂草丛
生的荒山就变成了金山”。遵义是革命老区，也
是古老的茶区。唐陆羽 《茶经》 中就有记载：

“黔中生思州、播州、费州、夷州……往往得
之，其味极佳”。

“政府精准扶贫的项目对我们湄潭翠芽，遵
义红品牌广告宣传后，湄潭茶的品牌知名度、
美誉度、影响力得到了提高，市场得到了拓
展。”遵义市茶产业发展中心主任田维祥说道。
2016 年湄潭翠芽品牌价值由 12.17 亿元上升到
16.38亿元，茶叶销量大增，综合产值达 88.5亿
元。

当地农民的就业也被带活了，人均收入超
过 6000元。抄乐镇群丰村一位 57岁的村民常年
患病，加上妻子聋哑，生活十分困难。后来在
政府的指导下种上了 3 亩茶园，技术有专人指
导，茶叶投产后每年固定收入近1万元，加上其
他打工收入，该农户在 2015 年已脱贫。借助极
贫户建房补助政策，家里还住上了新楼房，如
今水泥硬化路、水、电、通讯等到了家，生活
有了保障。

美好生活新期待

精准扶贫是一项久久为功的长期工程。媒
体与政府合作，整合力量，增强动力，为扶贫
探索了新模式。贵州精准扶贫项目的良好效果
也给央视带来了强大的信心。为使之后的项目
精准落地，扶贫专项工作小组兵分多路，又将
奔赴青海、云南等脱贫攻坚任务较重的地区进
行实地调研，与各省有关部门座谈，考察、筛
选推介产品。

来自水城县的农民叶华飞开心地跟记者
说，“如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自己也越来越有
干劲儿了，以前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田没有想
法，现如今有政府、媒体的帮助，我们想再多
赚点钱，也来个说走就走的旅行，带着娃出去
转转。”

云南腾冲：大数据助力精准扶贫

本报云南电（李维杰） 今年以来，云南省腾冲市通过设立精准扶贫大数据管
理平台及时掌握扶贫信息，进一步落实精准扶贫目标。

腾冲市所采用的精准扶贫大数据管理平台具有信息采集、工作指挥、扶贫监
督、绩效考核等多种功能。扶贫干部可以在电脑及手机客户端上，快捷高效查
阅、录入信息，准确把握贫困户的构成和帮扶需求，运用大数据分析致贫原因，
制定切实可行的帮扶措施，并能随时了解帮扶成效。这在技术上防止了“走读
式”“挂名式”帮扶现象的发生，同时起到了良好的监督作用。

北京：职工创业可申请免息贷款

据新华社北京5月23日电（记者梁天韵） 为满足职工创业融资需求，北京
推出“首都职工创业小额贷款”项目。该项目由北京市总工会、北京农商银行、
北京首创担保合作开展，为有创业意愿和能力的工会职工提供全额担保、免除利
息的小额贷款服务。北京市总工会提供900万元的担保资金，项目总额度为2700
万元。申请者可享受全额贴息支持以及银行、担保公司的绿色审批通道服务。

图为村民采摘猕猴桃。
（图片由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县委宣传

部提供）

图为村民采摘猕猴桃。
（图片由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县委宣传

部提供）

题图为新一批2000辆共享单车正式在重
庆大学城投入使用。为提升城市活力，倡导
绿色低碳出行，下一步，重庆市还将在大学
城打造自行车慢行系统，并计划在上半年完
成3万辆共享单车的投放。

何 超摄 （人民视觉）

山东“非遗”进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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