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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钱塘江边一头受伤搁浅的江豚
牵动着人们的心。救助过程中，救援人员
整夜站在冰冷的水中双手环抱江豚防止它
呛水的一幕，感动了不少网友。在救援人
员的怀中，原本抖得非常厉害的江豚，逐渐
平静了下来。一个星期过去了，在大家的精
心医护下，小江豚体力有了明显恢复，也能
被动进食，不过还没有脱离危险期。

几天前，水警、农业、渔业以及极地海
洋公园等多方联手的这场“江豚总动员”，
目前为止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当时，包
括潮新闻在内的各大媒体，对这头受伤江
豚的救援过程进行了全程直播，而小江豚
的命运，成了不少人心头的牵挂。这头江

豚受伤后处于失衡状态，无法自主在水中
浮潜，必须借助外力浮于水面，否则会呛水
而亡。有网友说，小江豚被救援人员整夜
轮流揽在怀里温柔以待的场景，是生命和
生命最美的相拥。

一头江豚，为何如此牵动人心？
近年来，江豚的身影不时出没在钱塘江

中，这些江豚学名东亚江豚，属于国家二级
保护动物，因其上扬的嘴角和活泼的性格，
被誉为水中的“微笑天使”。钱塘江入海口
一带以及附近海域，本就是东亚江豚捕食、
栖居之地，自古就有“江豚吹浪立，沙鸟得鱼
闲”的诗句，所以频繁出现江豚也并不奇怪。

但让人痛心的是，搁浅后的江豚救助
成功率并不高。杭州市农业行政执法队曾
做过一个初步统计，自 2005 年以来，该部门
一共对钱塘江江豚开展过 15 次救援，其中
只有 3 次救助成功。救助成功比例偏低，也

说明亟需加大对江豚的保护力度。也许是
江豚萌萌哒的样子惹人怜爱，也许是保护
生物多样性的观念不断深入人心，这一次，
当接到江豚搁浅的信息，不仅多部门立即
展开联合行动，普通市民也纷纷投入极大
关注。

如果把这场救援行动定格为一个最动
人的场景，那莫过于为了保证受伤江豚的
呼吸，20 多名保育员的轮班环抱和托扶。
这段时间杭州已经寒风瑟瑟，早晚更甚。
哪怕穿着潜水服，在冷冰冰的水中轮流站
一个小时，没点救治小江豚的决心恐怕还
真的坚持不下来。“我们要像保护眼睛一样
保护自然和生态环境。”这场救援是生命对
生命的惺惺相惜，也体现着人与大自然过
命的交情。

地球孕育万物生灵，我们人类和其他生
物一起共享地球家园。可以说，一草一木、

一鱼一虫都关乎生态。浙江成功创建了全
国第一个生态省，在环境保护、生态保护领
域积累了很多先行经验。目前，我省已经建
立 314 个省级以上自然保护地，森林覆盖率
超过 61%，85%的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得到
有效保护，“神话之鸟”中华凤头燕鸥、“鸟中
大熊猫”朱鹮等珍稀濒危物种重现浙江大
地。就在不久前，西湖高尔夫球场、桐庐马
术中心等亚运场地也精彩变身为生物多样
性的体验地。生态环境保护，既是“国之大
者”，也与每个人息息相关。当然，也要清醒
认识，面对“双碳”目标，我们在生态文明建
设方面仍然面临诸多挑战，需要继续不断探
索、破题、先行。

和江豚最美拥抱的背后，正是人与自然
过命的交情。关心关爱江豚等珍稀生物，让

“浙”片绿水青山成为生灵万物共生共荣的
生动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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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萍

“老师，我们家子涵怎么了？”近期，在各
大网络平台，“子涵”这个名字成为不少网友
造梗玩梗的素材。

“子涵梗”的出处是一张“幼儿园微信
群聊截图”。一位名为“子涵妈妈”的家长
在群里质问老师为什么孩子在幼儿园被
蚊子咬了，“紫涵妈妈”“梓涵妈妈”立刻接
茬，批评“子涵妈妈”不该一点小事就兴师
问罪。乍看之下：现在老师真心不好当，
现在家长真心爱找茬。细一琢磨：不对，
子涵、紫涵、梓涵傻傻分不清楚，这图能是
真的吗？

在今天的网络王国中，玩梗有趣、造梗
有理，批评“事儿多”家长也理直气壮，可是
用一张真实度存疑的图来全网恶搞家长群
体，是否合适？如果论据是假的，论点再有
理也站不住脚，这是基本常识。有人会说，
我身边就有这种家长啊。那么，是否可以就
事论事讨论具体个案的对错？“子涵妈妈”式
家长占多大比例？没事找事又缺心眼是家
长群体的普遍状态吗？

相比吐槽无理家长，其实更多网友只
是拿这梗开开玩笑，也就是现在年轻网友

流行的“随机发疯”。只有自己觉得好笑，
恐怕不能叫玩笑。全国数量庞大叫“子涵”
的学生不会觉得好笑，日常认真配合学校
的家长难免有些委屈，兢兢业业维护家校
关系的教育从业者也不会认同。构建健
康的教育生态需要开诚布公，而不是阴阳
怪气。

近年来，有关师生关系、家校关系的负
面新闻层出不穷。在高压的教育环境和敏
感的舆论场中，老师和家长双方沟通时的心
态有点像“走钢丝”，都怕一不小心得罪了对
方。这时候“子涵妈妈”到处“闪现”，扮演一
个“暴走”的“护子狂魔”，不在教育场域里的
网友是爽了，等到热度一过，一茬新梗换旧
梗，玩梗的作鸟兽散，徒留老师和家长尴尬
地留在原地，小心翼翼。毕竟，谁都怕一不
小心被编排成段子，成为众人口诛笔伐的

“子涵妈妈”或者“某某老师”。
无根据、无实证、无官方报道的“三无谣

言”，摇身一变成为网络舆论风波的素材，是
近年网络上一股非常不好的风气。看似没
有具体受害者的调侃，却无益师生、学校与
家长之间形成良性互动氛围。寻开心的方
式有很多种，但制造对立、固化偏见的这一
种应当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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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歌手杨丞琳郑州演唱会引发争议。网传
视频显示，杨丞琳在与粉丝互动时以戏谑口吻说：

“河南人不可以这样，你们一直有一些名声，爱骗人
的事。你们不要骗我哦。”虽然现场观众对这段“发
嗲”报以笑声，但演唱会过后，更多人很快就醒悟过
来：“这是地域黑呀！”很多人表示很受伤。随后，杨
丞琳就自己“冒犯而没有礼貌的玩笑”公开道歉。目
前，郑州市文广旅局表示，主管部门正按法律法规对
此事展开调查，并已约谈演唱会主办方负责人。

无论出于什么目的，类似“河南人爱骗人”这
样的表达显然不妥。而其传播至公共场域，被解
读为“地域黑”实属必然。

看到此新闻，我的第一反应是联想到一首歌：
《伤心太平洋》——为何现如今的演唱会，屡屡引发
争议，带给人如此之多的“伤心”？

就在此事件发生时，上海相关部门对五月天
演唱会假唱的调查还没有结果，质疑声依然强
烈。而在此前，梁静茹演唱会因卖出“柱子票”而
遭起诉。再往前，TFBOYS 十周年西安演唱会因
人员太多、现场混乱，更导致后来多场演唱会被取
消。一些演唱会门票被炒到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
元的新闻，也令舆论震惊。

梳理这些演唱会相关争议，背后的原因或许有
这么几条——

其一，明星个人“媒商”“情商”欠缺，在演唱会这
样的公共场合因不当发言“翻车”。比如杨丞琳演唱
会事件，除了其本人认知上的谬误，“媒商”“情商”欠
缺或是重要原因。此事发生后，网民挖出此前杨丞琳
多次不妥发言，批评其“满嘴跑火车”。“媒商”即“媒介
素养”，是指在公共场合展现的发言智慧和技巧。网
络时代，众声喧哗。一个普通人，都可能因为一句不
合时宜的话“塌房”。手握麦克风的公众人物，在上万
人聚集的公共场所，发言更应该多一分谨慎和思索。

其二，漠视消费者合法权益，无底线滥用魅力
光环。像演唱会现场的“假唱”“柱子票”等问题就
属于此种。众所周知，近年来，明星“饭圈文化”畸形发展，一些人追
星行为呈疯狂态势。而一些明星和主办方“恃宠而骄”，安然享受卖
方市场的“超额垄断暴利”，乐得肆意割“韭菜”、套现“明星光环”。于
是乎，“假唱”争议、“柱子票”、“百万高价票”等乱象出现了。

其三，管理部门对演唱会市场报复性反弹缺乏预见和切实有
效的监管。三年疫情之后，演唱会市场行情火爆。一位明星在一
座城市连办数场演唱会的事，接连上演。娱乐圈的歌星，无论老
少，倾巢而出。而许多城市对此盛况应接不暇。有数据显示，仅一
场TFBOYS演唱会就给西安带来超4亿元旅游收入。海口更因周
杰伦演唱会掘金超 10 亿元。如此高密度、大流量的演唱会，倘若
监管不够及时有力，乱象在所难免。TFBOYS 演唱会现场就因粉
丝破坏设施、发生安全事故等，引发批评。

演唱会市场的反弹，来之不易。公众的消费热情，更应珍惜。天下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做得太过了，吃相太难看，
明星光环难免变成回旋镖，反噬自身。把演唱会当做短期圈钱的机会，
只是“租一个场子，卖一批高价，吃一波流量”，必定落得“一地鸡毛”。
监管不到位，乱象持续下去，演唱会市场也难以健康持续复苏。

从不断增多的投诉来看，观众的维权意识也在增强，不会甘心
当“大冤种”。莫让演唱会变成“伤心太平洋”，需要明星和主办方
加强自律，监管部门及时出手，合力维护市场规范有序发展。

演唱会莫成

﹃
伤心太平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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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浙萍

近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集中通报典型案例指出，河南省新乡市辉县、卫辉等地违规挖砂
采石破坏生态环境问题突出，导致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赵长城遗址遭到破坏。十余年间，赵长城遗
址从3010米减少到855米，令人痛心。长期私挖滥采河砂，不仅对文物遗址造成极大损坏，也严重
破坏了河床生态环境。 王铎 作

“自毁长城”

画中话

11 月 24 日，由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指导，

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和

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联合主办，中共温州市委

宣传部、温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承办的第五届

浙江省高质量发展智库论坛在温州举行，来自省

内外的智库专家、企业、政府代表围绕“聚焦开放

能级提升 聚力中国式现代化浙江先行”的主题

开展研讨交流、经验分享。

与会专家认为，浙江要进一步强化开放优势，以“地瓜经济”提能升级

“一号开放工程”为牵引，加快制度型开放，以高水平开放增强竞争力、发

展力。

论坛还发布了《2023浙江省地瓜经济县域高质量发展报告》和《2023

浙江省地瓜经济基层单元高质量发展报告》，展示浙江在打造高能级开放

强省探索中的地方样本。

·资 讯·

壮大壮大““地瓜经济地瓜经济””打造高能级开放大省打造高能级开放大省

深刻理解
“地瓜经济”含义

“地瓜经济”是浙江在改革开放的
实践中，创新形成的一种扎根本地、内
外开放、合作共赢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模
式，也是当下浙江参与新发展格局的现
实选择。结合浙江当前的实际，必须审
时度势，与时俱进，多几个视角去进一
步深化我们的认知，从而确保“地瓜经
济”取得预期的实效。

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员会特约研究
员、浙江省商务研究院“一带一路”中心
主任周禄松开门见山，站在智库研究的
角度解释了“地瓜经济”的内涵：“地瓜
经济”主要是指以总部经济为依托，以
浙江人经济为特色，通过布局国内外节
点，充分吸收各类资源，再反哺自身的
发展模式。“地瓜经济”的核心就是通过
要素双向流动来推动整个经济系统的
可持续循环。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
究所综合室主任、研究员杨长湧认为，
在新发展阶段，深入理解贯彻“地瓜经
济”，要处理好三个关系。一是自身发
展与开放合作的关系。自身发展是开
放合作的基础，开放合作又是自身发展
的必由之路。二是对内开放与对外开
放的关系。要把浙江打造成一个国内
循环和国际循环的重要枢纽。三是处
理好顺势开放和逆风向上的关系。当
年提出“地瓜理论”的时候，国际环境相

对来说顺风顺水，但是当前是一个逆风
的环境。这就要求企业走出去构建自
己的产业链、供应链，从而在逆风中走
出一条高质量的开放发展之路。

“浙江的‘地瓜经济’和全国的双向
投资在时间、发展方向上存在契合点也
存在差异性。全国引进外资在最初阶
段大大超过对外投资，但是在浙江，引
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几乎同时起步的。”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
长、研究员赵蓓文从“地瓜经济”与中国
双向投资的角度，分析了浙江“地瓜经
济”的发展历程，提出在“地瓜经济”3.0
时代，不只是浙商走出去，更伴随着越
来越多外来高新科技企业进入浙江。

“既要发展地瓜藤蔓也要壮大地瓜根

茎，通过贸易投资一体化打造更具韧
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地瓜经
济’。”赵蓓文强调。

“地瓜经济”的理想境界是“枝繁叶
茂、树大根深”。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员
会特邀专家、研究员刘亭同样认为，要
锻造精炼“地瓜经济”的“根茎”，发展

“以点（本土跨国企业）带面（特色优势
产业集群）、以主（链主平台企业）带圈

（供应、价值、创新‘三链生态圈’）”的
“总部服务经济”，推动浙江经济进一步
优化结构和赋能提质。

温州市龙湾区就通过招引世界
500 强让“地瓜经济”根硕、藤展、叶
茂。作为世界 500 强企业和全国不锈
钢行业的领头羊，从温州“走出去”的青
山控股集团积极响应“温商回归”的号
召，相继在龙湾落地青山总部大楼、青
山商学院、青山体检中心、瑞浦兰钧能
源等项目。同时，通过遍布全球的“地
瓜藤”将养分源源不断地输回，带动龙
湾和温州产业发展，实现了良性循环。

全面释放制度开放活力

当前在全球经济治理规则的重塑
中，国际经贸规则正在由边境规则向边
境后规则转变，日益呈现出高标准、新
趋势，使制度型开放成为各国参与全球
化，维持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必然选择。

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
研究员王蕴站在全球的视野，阐述了稳
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的主要任务。“制度
型开放的核心，是要系统构建一套满足
我国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规则体
系。要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加快
推动签署多双边的自贸协定，积极参与
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制定。”

制度型开放是“地瓜经济”提能升
级的重要标志。“本世纪初，我国加入了
WTO，‘地瓜’的藤蔓伸向了全世界，我

们才得以分享全球化‘光合作用’的红
利。当前，在我国已加入 RCEP、还在
推 进 中 欧 CAI 签 署、并 且 申 请 加 入
CPTPP 的 大 背 景 下 谈 发 展‘ 地 瓜 经
济’，很显然已经不是简单地停留在当
年外向型经济的层面，而是要全面跃升
至开放型（制度型开放）经济的高度。”
刘亭特别指出。

在谈到浙江应如何以制度型开放
发挥在全国的引领、带动和示范作用，
王蕴提出了几点建议。一是围绕提升
大宗商品配置能力开展相关制度创
新；二是积极推进数字自贸区建设；三
是聚焦优势产业，全产业链进行开放
发展。

“在扩大开放方面突出浙江在数字
经济发展方面的优势”，这一观点也得
到了杨长湧的高度认同：“制度型开放
是一个宏观的概念，落实到每一个省和
地方的时候必须回答开放什么、在哪开
放的问题，就需要结合自己的特色，浙
江最大的特色就是数字经济和数字贸
易。”

“改革开放之初，浙江是靠有形的
专业市场起家做大的；进入新世纪以
后，浙江则要靠无形的网络市场做强。”
刘亭分析说，要发挥浙江“地瓜经济”的
既有优势，通过日趋强大的物联网和人
工智能技术，构筑在网络空间和虚拟世
界“地瓜经济”的新藤蔓，发展“以虚带
实、以实促虚”虚实融合的“新实体经
济”。

全面构建全域开放格局

推动“地瓜经济”提能升级，首先
要进一步拓展和优化开放空间布局。
对浙江而言，就是要深度融入长三角
一体化，高水平建设“一带一路”重要
枢纽。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已经与‘一带
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
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一起构筑
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新空间布局。”浙江
大学二级教授、浙江大学国家高端智库
特聘研究员肖文认为，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是跳出浙江发展浙江的生动体现，也
是“地瓜经济”的重要实践。

找准位置才能推进长三角交流合
作，跳出浙江才能更好地优化区域配

置。肖文进一步指出，一方面，浙江要
看清楚自身在长三角区域的位置和作
用，认识到上海的龙头地位和带动作
用。另一方面，浙江要与上海等长三
角城市形成差异化路径，充分发挥民
营和制造业大省的优势。积极呼应上
海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城市功能的升
级，承接上海产业的辐射和转移，分工
协作、抱团出击，共同培育区域性的主
导产业和支柱产业，推进未来产业融
合，加速形成新质生产力，形成布局合
理、协作关系紧密的生产体系，从而既
能承接上海资源外溢，又能形成比较
优势。

今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十周年。浙江刚刚召开推进“一带一
路”建设大会，明确提出以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为引领，大力实施“地瓜经
济”提能升级“一号开放工程”。共建

“一带一路”的关键要干什么，杨长湧提
出一个核心的关键词——品牌化。

“比如在设施连通方面，浙江有
义 甬 舟 开 放 大 通 道 和 义 新 欧 班 列 。
在贸易畅通方面，民营经济和义乌小
商 品 贸 易 也 是 可 以 着 力 打 造 的 品
牌。”杨长湧举例说，“浙江的民营经
济 要 构 建 自 己 掌 握 的 产 业 链、供 应
链，这样将来一提起中国企业投资，
我们就首先联想到浙企投资，这就是
我们的品牌。”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浙江大学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
任叶建亮也认为，产业链是核心的纽
带，如果没有强劲的产业链作为内外的
纽带，仅靠资本支撑不是“地瓜经济”提
能升级的重点。

作为我省较早走出国门的民营企
业之一，海亮集团就通过全产业链全球
化，将产业布局在 12 个国家和地区，设
有 10 个境外生产基地，从而抢占了行
业制高点。其中铜管全球市场份额达
20%，耐蚀合金管达 70%，铜管出口量
跃居中国第一。

浙江是吃改革饭、走开放路发展
起来的。“地瓜经济”经过实践证明是
浙江发展的制胜法宝和金字招牌之
一，未来也将成为浙江构建高水平开
放新格局，奋力打造高能级开放大省
的重要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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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温州市社科联提供）圆桌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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