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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棒谁来接
——把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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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诗与远方”的更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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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靠“守”，是守不住的

为古树“撑伞” ■ 李娜

一个品牌就是一段传奇。

提起老字号、老品牌，人们的感情总是复杂的。老品

牌之老，在于口碑、在于情怀，但随着时代变迁，有的老品

牌又和守旧、过时联系在一起。老字号、老品牌，能否延

续以往的辉煌？

回答这个问题前，不妨看看一些老字号、老品牌的现

状。有的越活越年轻，在与新潮流的碰撞中风生水起，不

断“圈粉”；有的面临生存危机，陷入了经营时间越久、离

市场越远的怪圈，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崛起与没落、

出圈与出局，差别在于，是秉持主动“创”的精神，还是抱

着被动“守”的心态。老字号、老品牌的不同命运证明，市

场经济下，没有永远的王者，只有永恒的规律——适者生

存、优胜劣汰。

放在一座城市的发展逻辑下，老字号、老品牌承载着

一笔笔无形资产、一张张城市名片。今天，一些原本具有

强大影响力、号召力的老品牌面临种种问题，损害的是城

市发展的宝贵“存量”。回看历史，老品牌曾是立于“新消

费”潮头的创新者。就天津而言，诞生了新中国的第一块手

表、第一辆自行车、第一台国产电视机等，造就了众多耳熟

能详的工业品牌。然而，如果弄潮儿安于现状、一成不变，

就会被发展的浪潮甩在后面。

事业靠“守”是守不住的。老字号、老品牌的优势在于

“老”，出路在于守正创新，意味着要拥抱潮流、走向潮头，持

续创造新的价值。如何历久弥新，又何以推陈出新？无疑

还有很多关口要过。其中，最重要的是思想关。思想的陈

旧是发展最大的障碍。无论老品牌，还是新品牌，归根结底

都要在市场的大熔炉中接受淬炼、检验。

时代在变，市场在变，发展的观念自然要随之而变。这

种变，是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纵观当下一些“出圈”的

国潮品牌，无一不是勇于突破自我、善于创新求变的。他

们中，有的玩“跨界”玩出花样，在顺应新消费潮流中推陈

出新；有的“倚老卖新”，打造新场景、更新品牌内涵，向着

年轻态发展。在消费升级、模式创新的大背景下，老品牌

愿不愿、能不能主动出击，嫁接新的商业模式、创造新的

场景、开拓新的渠道，考验的是创新观念，也是潮流面前的

开放意识。

细看老字号、老品牌的发展之路，它们需要解决的问

题，恰恰折射了一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中面临的难题。消

费迭代之下，从制造到创造、智造，升级的是创意，是品质。

转型，意味着产品、产业向着高端化、品质化的方向突破。

今天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的高端制造业，有些就是从劳动

密集程度高的传统产业中升级而来。同样的道理，一些价

值高、受欢迎的新品牌，也可以从老牌企业中衍生而来。

有报告显示，对比十年前，“国潮”热度增长超5倍，近

八成消费者更偏好选择中国品牌。新技术、新需求带来新

的发展机遇，当老字号、老品牌不再沉溺于老身份，而是及

时有效地完成现代式转型，重现老口碑，做强新产品，那么

新的生机、新的赛道就会在新旧更迭中涌现出来。

杨建楠：随着乡村振兴的推进，农业农村
现代化进程进一步加快。在现代元素不断融
入农村生产生活的过程中，乡村发展的视野
和思路也被打开。农文旅融合不仅让乡村发
展“潮”起来，也成为推进乡村振兴的新引擎。

张雅光：是的，融合本身就意味着思路的

转变和创新。思路越广，业态越丰富。农文

旅融合以思路创新推动业态创新，将文化脉

络融入乡村肌理，利用文旅产业提升乡村“造

血”能力，进一步拓宽了振兴路径。农文旅在

融合思维下相互渗透、互为补充，打破不同产

业领域的界限，使产业链得以跨界延伸，能有

效推动农村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开发农业多

种功能、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改善乡村生

态环境，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杨建楠：转变思路还要做出特色。蓟州
区西井峪村是远近闻名的“石头村”。近年
来，村里依靠特色石头资源，建立特色民宿、
民俗摄影基地等，许多游客为了拍石头成为
回头客。但一些地区也存在盲目跟风现象，
项目大同小异，引来了“头回客”却少见“回
头客”。如何才能用好乡村资源，既引客又
留客？

张雅光：要留客，关键要在“特”字上做文

章，坚持以特取胜、以特而立。每个地方都有

自己的特色资源，关键看怎样挖掘，让乡村特

色卖点与文旅市场多样化客群相契合。此

外，区域之间要形成各具特色的产业发展态

势，走差异化发展路线。比如同一区域的几

个相邻村庄，不能都做一类项目，要各展所

长，错位发展。当然，产品是硬件，服务是软

件，有了好产品还要不断优化服务品质。做

到既引客又留客，软硬两个层面都要提升。

杨建楠：农文旅融合发展关键在“融”。
这不是三者之间的简单叠加，而是要有机结
合、相辅相成，产生远大于三的效果。在您看
来，产业融合过程中，农业、文化、旅游各自处
于什么位置，发挥什么作用？

张雅光：农文旅融合必须以农为本。一

旦离开“农”，就谈不上其他。农业是吸引游

客的源头，文化能够提升产品品质，而旅游则

是盈利途径。真正的农文旅融合是以农业产

业为基础，以休闲旅游为形态，以风土文化为

灵魂的融合。农文旅融合驱动乡村振兴，靠

的就是这三者的组合优势，这也契合了乡村

振兴所强调的塑形铸魂兼备。深度挖掘乡村价值，创新产业业态，

让农业、文化、旅游等产业在分工协作中有机结合，才能推进农业

结构转型，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实现农民增收致富。

杨建楠：从整体来看，农文旅融合的供给方在农村，需求方则
以城市为主。农文旅融合发展，也有助于畅通从农民到市民的供
需循环，我们该如何更好地抓住城市这个大市场，让农文旅融合在
乡村振兴中发挥更大作用？

张雅光：不仅农文旅产业，整个农村产业的需求方主要都在城

市。站在更高层面看，农文旅融合其实是城乡融合的一部分。城

里的人们对简单烹饪就能端上餐桌的预制菜、说走就走的周末微

旅游、满载而归的“后备箱”等乡村供给均有旺盛需求，可以说，农

文旅融合是城乡融合的一个缩影，透过农文旅融合能够看到城乡

融合的大趋势。因此，抓住城市这个大市场，建立从农民到市民的

供需循环，通过为城市居民提供更多富有浓郁田园风情和乡土风

味的特色产品、特色服务、特色场景、特色体验等，积极融入城乡一

体化环境下文旅产业的市场体系，是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方向。在

需求与供给的精确匹配中，提升农文旅产业发展水平，就会不断为

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对话人：

张雅光 天津农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杨建楠 本报评论员

以农文旅融合为抓手，推动农业
接二连三、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不断
开拓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的
新路径，就会持续激发农业农村内生
动力和发展活力。

接力赛，一棒接一棒，说来轻巧，但中间学问不少。

不光要接得上，还要接得流畅，接得恰到好处，中间稍有

卡顿，比赛结果可能就不如预期。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

生产力的过程也是如此，成果在手，下一棒谁来接、怎么

接，值得细细研究。

从实验室到生产线，企业无疑扮演着“接棒者”的角

色。科技成果躺在实验室里无法创造社会价值，就会不

断贬值。只有交到企业手中，走向市场，成为用得上、用

着好的产品，才能真正发挥其价值。

但在现实中，科研与生产“两张皮”，科技成果转化

难、转化率低的问题一直是科研院所和企业的痛点。这一

棒，不是科研院所不想递，也不是企业不想接，而是供需信

息无法有效对接。成果“递”不出去，生产“接”不过来，最后

陷入两头“喊渴”的困境。这时候就需要有人牵线搭桥，让

企业发展遇到的技术难题和科技成果能够精准匹配，推动

更多科技成果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思路活一点，投入多一点，步子大一点，用真招实策打

通梗阻，为科研院所和企业的紧密合作创造更好的生态环

境，可以让转化速度更快、精度更强。比如，有的企业想借

助“外脑”搞研发，但攥着资金不知道找谁，这时，就需要拓

宽企业寻找专家及人才团队的渠道。比如，“数字化科技成

果转化服务与交易中心”是滨海新区“揭榜挂帅”制度的常

态化创新形式，“出榜”或“揭榜”，只需要在线上动动手指。

也有的企业资金不足，承担风险能力较弱，与科研成果“隔

河相望”。为此，有的地方专门推出科技成果“先使用后付

费”模式，让家底薄的中小企业“先尝后买”，在科技成果转

化产生收入后再付费，让技术创新需求大的中小微企业接

下这一棒，成为科技成果转化的主体。

接力赛交接中，速度不能降下来，要全程保持状态。

想做到这点，交接二人要尽可能保持一致的速度，接棒人

要提前跟着交棒人跑一段。这也启示我们，科研院所和

企业不能各跑各的。科研人员下沉到企业中去，看着产

品写论文，跟着工程搞研究，学会摸市场的脉，让自己这

一棒交得更顺畅。企业不要“碰运气”，站在原地等成果

上门，而是深度参与到科研中去，让科技成果转化的效率

更高。

在科技成果转化的赛道上，呈现最精彩的“最后一

跃”，就会把创新这个“关键变量”真正变成发展的“最大

增量”。

近日，一则“被骗至缅甸的中科院博士获救”的新

闻备受关注。当事人从险恶的骗局中脱险，按理说大

家都该替其感到高兴。但偏偏就有种奇怪的论调，“都

读到博士了还被骗，可见读书没用”“难道真是书念得

越多越蠢”……

天底下那么多博士，被骗的不过是极少数，拿一

个小概率事件证明“读书无用”和因噎废食的逻辑一

样。这几年，“读书无用论”时不时地冒出来刷存在

感。譬如，直播刚火爆的时候，有些知名博主年入百

万元，于是有人嘲笑拿着几千元月薪的大学毕业生

“读书不如当网红，高考不如去整容”；当高学历的人

去做网约车司机、快递小哥这类新闻见诸媒体，也会

有人调侃“学历不值钱，学区房才值钱”。在他们看

来，读书就是为了“黄金屋”，如果带不来名和利，读

书就没有用。

读书，的确会给人生带来红利，但红利不等于功

利。这种红利，可以是“腹有诗书气自华”的气质塑造，

也可以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境界提升，还可

以是“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的人格养成。它们

是人生路上渐渐形成的积淀，看似无用，但在人生的关

键节点上，总会帮你作出有益的选择。路遥在《平凡的

世界》中曾经说过：“一个人要活得有意思，不仅是吃好

的和穿好的，还应该具备许许多多他现在也不能全部

说清楚的东西。”人生不全然是物化的，读书也是如此，

是“活得有意思”的能量之源。当千千万万的人因此而

“活得有意思”，无形中就会催生社会发展的“红利”，打

造文明的基底，提供前进的动力。

求知早已成为我们的生存本能，而作为求知的最

佳途径，读书绝不可能被剔除到生活之外。在信息

时代，对知识的渴求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读书也有

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知识平台上“听书”、从在线教育

平台上“慕课”、追求终身学习成为主流观念……读

书如同吃饭喝水一样融入日常，它只会越来越重要，

绝不会无用。

“我来东莞17年，其中来图书馆看书有12年。书

能明理，对人百益无一害的唯书也……”几年前，一位

农民工在图书馆写下这样的留言。对比之下，没事就

抛出“读书无用论”的人，显然不是蠢就是坏。

宁河五村有个清代杜阁老的宅院，院内有一株300多年

的枣树，不知何时，树干中又生出了一株小枣树，形成了“树中

树”的独特景观，为古老的庭院增添了几分奇妙色彩；后江石

沽村有一株光绪年间种下的国槐，如今郁郁葱葱，是村民夏季

纳凉的好去处，说起这株老槐树，还有一段“手雷换药品”的革

命故事……一干一枝一叶一花，背后都有一段故事，在宁河，

一棵棵苍劲古朴的古树名木也是一道特色风景。

古树千年在，乡愁百代留。古树名木承载着人们心灵深

处温馨美好的记忆、割舍不下的乡愁。为古树“撑伞”，保护好

这些绿色“活化石”，不仅是保护生物多样性和前人留下的遗

产，也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重要举措。

保护古树名木必须建立起常态长效管护机制，织牢织密

古树名木保护网。要加强宣传，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到古树名

木保护工作中来，形成人人爱护、人人管护的浓厚氛围。

古树名木，是不可复制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当下，做

好文旅融合的大文章，也需要讲好古树故事，激活古树的“文

化之魂”。保护古树名木也是保护文化遗产，内外兼修才能神

形兼备，永葆生命力。

头戴VR设备，脚踩单车，虽然不在实地却能“云游”

海河；走进太空舱、星空房，或谈天或小憩，体验野外露营

的乐趣……在刚刚落下帷幕的第十三届中国旅游产业博

览会现场，沉浸式体验有了更多打开方式。

近来，沉浸式观展、沉浸式夜游等文旅产品广受大众青

睐，“沉浸式体验＋”与文旅产业相结合，开启更多可能，成

为一股新风尚。人们追求沉浸式体验，既为享受身临其境

的参与感，更为体味其背后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如今，

伴随生活品质的提高，人们的出游需求已不仅仅是打卡“赶

景点”，观文品史、增长见识正日益成为很多出游者的追

求。可以说，“游”只是浅层需求，而沉浸式体验让游客从

“观景”变为“入景”，既让游客放松身心，获得“游”的快乐，

更满足其内心深处的文化需求、成长需要。

也就是说，沉浸式体验，“沉浸”只是外壳、形式，“体

验”才是内核与最终目的，“入景”是为了体味景观深处的

文化内涵，感受其中的人文气息。打破时空界限，触达

“诗与远方”的精神内核，这才是沉浸式体验受欢迎的根

本原因。此前，河北区梁启超纪念馆推出一种能够“触

摸”历史的沉浸式演出。参观者在剧中扮演角色，在与

话剧演员的互动中穿越时空，开启一场与梁启超先生

的“对话”。通过这种互动，游客能够身临其境地体味

历史文化、感悟家国情怀。文化是沉浸式体验的内核

也是文旅产业的灵魂。小到一处景点，大到一个地区，

文化是根植其中的最大特色。对文旅产业而言，把特

色文化用“沉浸式”的形式表达出来，做足体验感，是以

文促旅、以旅彰文的一种有益尝试。

沉浸式体验，打开了“诗与远方”的更多面，也成为城市

讲好故事、创造更多场景，进而推动文旅产业发展的新抓

手。最近，城市漫步的爱好者不断增多，他们在或步行或骑

行中丈量城市，体味其间的人间烟火、风土人情。人们在信

步而行中，欣赏城市风景、触摸文化符号、聆听历史故事，这

也是沉浸式体验的一种形式。抓住游客需求，优化旅游产

品供给，丰富文旅产业融合方式，可以让一座城市更有吸引

力，为这座城市的美丽与精彩增添更加动人的书页。

从买碳到卖碳，一字之差，见证一家企业绿色转型之路。

新天钢集团曾是碳排放大户，因碳配额缺口较大，要到碳排放

交易市场上购买指标，花费不菲。改变，源自转型。企业先后实施

烧结余热发电、冲渣水余热回收、光伏发电等一系列节能减排改造

项目，经过几年努力，能源利用率高了，碳排放有了结余，还能用于

交易、创收。用企业相关负责人的话说，“环保投入短期看好像是

亏了，长期看是得了大好处”。

这背后，算的是长远发展的大账。“给生态投了钱，看似不像开

发建设一样养鸡生蛋，但这件事必须抓。抓到最后却是养了金鸡、

生了金蛋。”金鸡“养”出来，需要资金投入，需要付出时间成本，没

有坚持和耐心不行。很多生态建设、环保投入往往要花费一年、几

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见到成效。

“养”好金鸡，需要定力，更讲方法。给生态投钱，怎么

投、投在哪，情况不同，思路和方法也就不同。比如一些企业

资金有限，一步到位、全套换新不现实，那么可以盯着耗能最

高的关键处改起；有的地方、企业在生态环境保护投入上已经

有了不错的起步，可以在高水平保护的基础上，尝试发掘更多

高品质的生态产品、更大绿色发展空间。咬定绿色理念，依据

资源条件特色，不断寻找适合自己的发展节奏和路径，才能养

出更多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金鸡”，下出更多高附加值的

“金蛋”。

养“金鸡” 抱“金蛋”
博士被骗，就证明“读书无用”吗

王宇 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