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岩》这本书讴歌了
先烈们宁死不屈、英勇战斗
的革命精神，今天我来和大
家分享一下。”“《青春之歌》
给了我很大的触动，作为新
时代的年轻一辈，我们要勇
挑重担、不负韶华。”14日，
幸福街道施店社区“喜迎二
十大，全民来阅读”主题活
动正在如火如荼进行。

（10月17日本报12版）

观察一个城市的文明
程度，“书香浓度”是重要指
标之一。这几年，我市在

“书香南通”建设上下功夫、
见实效，城市综合阅读率持
续提升，打开了文化软实力
的新空间。

当前，“纸质+电子”荡
起全民阅读的“双桨”，随着
阅读理念渐入人心，书香氛
围日益浓厚。笔者以为，要
乘着这股好势头，健全全民
阅读体制机制，策应不同年
龄、不同阶层的需求偏好，

让每一个南通人真正把读
书作为一种追求、一种爱
好、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
争做新时代“读书达人”。

掀起全民阅读的“南通
潮”，前提在于城市要有更
多的“悦读”之所。一方面
要用好存量。对公共图书
馆及分馆、24小时自助图书
馆、流动图书车等，要更多
地挖掘存量资源，形成便利
可及的公共阅读服务圈，并
释放出最大功效。另一方
面要提升增量。无论是利
用城市“边角料”改造，还是
借助“咖啡+书”等拓展空
间，要进一步整合资源，通
过多点“跨界”、阵地拼接，
让城乡阅读设施和阅读空
间越来越多。在这中间，既
要政府主导，也要市场主
力；既要新基建支撑，也要
软服务发力，再掀一股“家
门口”的阅读热潮。

阅读的美好离不开丰
富多彩的活动支撑。南通

在打造阅读盛宴上，“云悦
读”办得有声有色，故事大
赛、阅读分享会等活动亮点
纷呈，许多好做法值得复制
推广。在此基础上，要线上
线下联动、动态常态融合，
让更多的专业机构、阅读组
织参与其中，办好阅读课
程，打造阅读品牌，提供 24
小时“不打烊”的菜单式、互
动式服务，推动全民阅读进
商圈、进社区、进楼宇、进单
位。活动多起来，人气旺起
来，人人感受到书香之浓、
阅读之美，这才是落脚点。

最是书香沁人心。坚
持惠民、便民、悦民，加快打
造“时时能阅读、处处可阅
读、人人享阅读”的书香之
城，才能让文化自信更加坚
定，使城市精神光芒四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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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话题】

最是书香沁人心
□徐剑锋

柳州螺蛳粉出圈传奇能否复制？
□戴先任

合力托举困境儿童美好明天
□新平

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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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论纷纷】

“蓝月亮”变身“蓝月壳”

原以为买的是蓝月亮，收
到货却发现是“蓝月壳”。河
北廊坊一高校女生在宿舍拿
出网购的洗衣液，引得室友哈
哈大笑。10月11日，售卖“蓝
月壳”洗衣液的商家告诉记
者，不是只有大品牌才好用，
支持试用，不满意可退货。对
此，你怎么看？

濠南
夜话

政府指导、医院推进、民间
出力，形成一股合力才有可能
有效推进爱心厨房系统化、规
模化和专业化地运营下去，促
进患者康复，减轻家属负担。
这就需要有关方面提前介入，
明晰各方在爱心厨房的责权利
边界，对卫生、营养和安全进行
规范指导等。越是惠民好事，
越要做细做实。

——北京晚报：《医院共享
厨房，传递的是善良》

儿童剧本杀能否成为新的
风口，取决于它能否成功开拓
属于自己的市场。

尽管成人剧本杀在年轻
人群体中广受欢迎，但儿童剧
本杀仍然是一个小众领域。
剧本杀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成
本和金钱成本，家长是否愿意
让孩子玩儿童剧本杀尚未可
知，怎样让儿童剧本杀“寓教
于乐”而非“玩物丧志”“游戏
成瘾”仍有待商榷，能否发掘
潜在市场、延续产品生命力亦
前途未卜。

——红网：《儿童剧本杀能
否成为新风口？》

@孙建国 消费者看着
买的是“蓝月亮”，结果网购回
来的洗衣液却是“蓝月壳”，如
此靠字形近似的傍名牌现象并
非个案。对于如此混淆视听的
厂商，市场监管部门应该依法
严厉打击，平台也应该禁止此
类产品上架。当然，消费者也
要负起责任——网购前请睁大
双眼！

@井陉人“蓝月壳”洗衣
液在消费者发现后，表示支持
试用、不满意可以退货的态度
不错，并且自信自身产品质量
不错。既然那么有底气，为何
不创自己的品牌，而要傍名牌
呢？傍名牌固然能蹭一时热
度，但创自己的品牌才是长久
之计，也是发展壮大之计。

本期话题下期继续

“我一直梦想着有一个
自己的小房间。里面有干
净的书桌，可以让我坐在书
桌前看喜欢的书、画最爱的
画，这一天终于来了……”
16日，7岁的甜甜在周末日
记里写下这段话。随着9
月 1日如皋45间“梦想小
屋”正式交付使用，甜甜也
搬进了崭新的房间，每天都
在欢喜中度过。

（10月18日本报6版）

困境儿童不是一个抽象
的群体，而是由一个个鲜活

的个体组成，是与我们“同呼
吸、共命运”的社会一员，他
们最需要“梦想改造+”计划
这样实打实的关爱。

每一个困境儿童的背
后，都有一个困难家庭。这
些年来，无论是政府的帮扶
政策，还是社会的公益行
动，关爱困境儿童越来越精
准化、精细化。在关爱困境
儿童的制度安排上，需要政
府继续加强困境儿童关爱
服务工作，不断提高完善困
境儿童关爱服务机制；在关
爱困境儿童的体系创新上，

社会公益力量可以做很多
事情，要引导更多的社会力
量关爱困境儿童。只有政
府、社会等各方强化困境儿
童关爱工作合力，打通关爱
困境儿童服务“最后一公
里”，才能更好地托举起困
境儿童的未来。

总之，关爱困境儿童需
要政府尽责，也需要全社会
的力量合力而为，形成政府
主导、部门协同、社会参与
的长效工作机制，进而把关
爱困境儿童安全防护网和
福利保障网越织越牢。

螺蛳粉在速食消费市
场的出圈，让全国各地代表
性的粉丝和面条都“羡慕”
了一把。作为南京本地的
招牌美食鸭血粉丝汤，如何
走上类似于柳州螺蛳粉的
商业化模式道路?日前，南
京市市场监管局召开食品
生产企业座谈会寻求对策。

(10月17日澎湃新闻)

螺蛳粉的成功，让人们
看到了希望，能否复制螺蛳
粉这一成功范本，让更多传
统小吃、地方特产成功“出
圈”，从而“走出去”？这成
了不少地方在考虑及应该
考虑的事情。

笔者以为，螺蛳粉的成
功，既有天时、地利的因素，

是螺蛳粉特有的风味征服
了消费者，同时也离不开

“人和”，如企业“守正创
新”、因地制宜地迎合海内
外消费者的不同口味，没有

“躺着赚钱”。而地方相关
部门也是大力支持螺蛳粉
发展，创造条件让生产企业

“轻装上阵”，为螺蛳粉产业
的 发 展 创 造 各 种 便 利 条
件。正是如此，才有了螺蛳
粉的今天，螺蛳粉才能够持
续“红”到现在。

传统小吃、地方特产及
其他“中华老字号”等要走
出发展困境，要能“走出
去”，要能进行标准化、产业
化，要改变鱼龙混杂的市场
混乱局面，地方政府也要大
力扶持。另外，传统小吃、

地方特产既要有“坚守”，也
不能故步自封，不能裹足不
前，要能适应时代大潮，要
顺势而为。

值得警惕的是，申请集
体商标，进行标准化、产业
化，也要防范衍生其他乱
象。比如，不能把集体商标
当成敛财工具，变成变相收
取集体商标“加盟费”，成了
一种商业垄断行为。

总之，只有多措并举，
下大力气，下一番苦功夫，
才能出现更多的“网红螺蛳
粉”，用实力征服市场，螺蛳
粉的成功才不会成为孤例，
而能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现
象。这对地方经济发展，对
拉动内需促进消费，对广大
消费者来说，都是好事。

“山寨证书”

近日，记者从人社部获悉，
根据网络巡查和群众举报情
况，人社部联合有关部门查实
并关停了14个仿冒网站，其网
站名称、网址及页面内容与人
社部技能类“职业资格证书”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查询官方
网站高度相似，容易误导社会
公众。目前，14个网站均已被
关停。

（10月17日《工人日报》）

要规避“色盲监管”
□张西流

笔者以为，“山寨证书”现
象泛滥，缘于有关职能部门在
监管上严重缺位，使其基本上
处于放任自流的无序状态。

换言之，整治“山寨证书”，
关键是规避“色盲监管”。治理
乱象，不但要从打击制假源头
做起，还要在防范体制漏洞上
发力。一方面，应建立和完善
注册登记制度，在办理初始注
册时，应严把准入关，将人事档
案存档证明，并作为必要条件，
堵住使用“山寨证书”的漏洞。
另一方面，通过执业信息网建
立执业师信用档案及不良行为
记录，加大对执业师监管力
度。此外，认真执行现有的法
律法规，抓紧制定配套措施，建
立严格的准入制度、执业监管
制度及市场清除制度、公平交
易保障制度、惩戒制度等，完善
执法监督体系，使依法管理具
有可操作性，确保执业管理有
序运行。

需要打出“组合拳”
□叶金福

笔者以为，打击整治“山寨
证书”不能止于关停几家仿冒
网站，还需多打“组合拳”。

首 先 ，主 管 部 门 要“ 出
拳”。国家应建立健全入门标
准，并通过宣传、普及，让更多
的人知晓哪些证书是“国家认
证”的、哪些证书是“山寨证
书”，从而避免考证者盲目考
证，既费了时，又花了钱。

其 次 ，执 法 部 门 要“ 出
拳”。相关执法部门应对“山寨
证书”乱象应采取“零容忍”的
态度，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其 三 ，用 人 单 位 要“ 出
拳”。用人单位要充分发挥市
场淘汰机制的作用，规范人才
评价秩序，不妨通过建立一些
社会标准，让市场去淘汰那些

“山寨证书”，从而让“山寨证
书”自然而然地失去生存土壤，
失去立足之地。

最 后 ，考 证 者 也 要“ 出
拳”。考证者要学会擦亮眼
睛，一旦遭遇“山寨证书”欺骗，
就应积极大胆地向有关部门投
诉举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