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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打一个“听劝”，就可以了吗
■ 张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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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笔有方抓落实
■ 金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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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提醒”不小

点旺家门口的“烟火气”
■ 杨建楠

走进天津大行道动漫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就像走进

了童话世界，武侠高手、洛丽塔公主……很难想象这样一

个动漫王国曾源于“玩票”副业。一个靠情怀和爱好支

撑的小团队，在行业发展风口来临时一次次抓住了机

会——先是革新创作模式，再是研发技术、优化硬件、IP

出海，如今已成为行业龙头。

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企业发展往往一步赶不上，

就可能步步赶不上。新赛道需要抢位占位，很多企业、行

业的大发展，关键在于把握机遇“窗口”、抢占产业“风

口”。随着互联网的风吹向了动漫行业，大行道动漫敏锐

地意识到机会来了，将创业重点放在网络平台、网络需

求，走上商业化、工业化道路。

这样的发展故事还有很多。根据最新公告，比亚迪

去年销售破300万辆，成为中国汽车市场的销量冠军。

这不仅是比亚迪的高光时刻，更是整个中国汽车工业几

十年奋进的缩影。多年前，以比亚迪为代表的国产车企

紧紧抓住新能源的“风口”，提升智能化水平，跑出了产业

发展新未来。新经济的风口就在那里，不以谁的意志为

转移。谁出手快、抓得准，谁就能赢得发展新优势。抢得

快不快，取决于对时与势的洞察能力、分析能力。在别人

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市场刚刚兴起的时候就果断行动，才

有可能登上机遇这趟开往春天的列车。

机遇，有时候也是“烫手的”，靠什么练就敢抓善抓的

“铁砂掌”？靠自我革新，靠主动创新。多年前，腾讯会议

的开发团队只有几十人，而后来随着需求每天以数百倍

的速度激增，腾讯迅速调集众多技术专家，集中创新，不

到100天便更新迭代了20个版本，两个月内，腾讯会议每

天的用户量便达到1000万。有竞争力的产品背后，是对

创新的坚持、对自我的锻造。随着高端自行车的兴起，天津

静海的一些自行车企业不再沉醉于以前的市场，而是向着

高端化创新、转型，推动生产线智能化改造升级，保障“全球

同款同质”。机遇的天空中充满着新的因子、新的动能，更

新、焕新，成为“时时有准备”的一方，才能站上“风口”，以更

好的姿态起飞。

有句谚语叫，要挖井，专掘一口。专注铸专长，面对激

烈的市场竞争，企业提供最好的产品才有可能赢得客户。

全力以赴未必成功，但三心二意必定失败。曾经有人问：

“华为这几年很艰难，为什么始终坚持不做房地产？”华为的

一位顾问回答：“华为靠的是聚焦，长期聚焦于主航道，加强

在核心业务领域中的投入。”明确市场边界，发挥专注精神，

专注主业、专注专业，把产品和服务做出比较优势，更大的

市场空间和发展前景也就随之而来。

李娜：天津作为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科教
优势明显，产业基础雄厚，生产要素齐全。做好创
新大文章，发展新质生产力，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发挥科教资源富集等优势，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
创新深度融合。

周雪松：伴随科技进步，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

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尤其是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

一代信息技术与产业融合发展，正在重塑产业形

态和产业结构。这对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出了要

求，也创造了条件。新技术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

模式、带动产业升级，产业升级中遇到的新问题又

会倒逼技术创新。其中，科技成果转化是关键一

步，很多时候创新链产业链融合就“卡”在这里。

加强科创园区建设，建立人才、技术、产业、资本、

市场五位一体的转化平台体系，推动科技创新驱

动产业创新、产业创新引领科技创新的正向循环，

有利于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加快构建现代化产

业体系。

李娜：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可以催
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这与形成新质生产力密
切相关。您如何看待两者深度融合与发展新质生
产力的关系？

周雪松：除了助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两者

深度融合还将带动新质生产力实现突破。新质生

产力具有高质量、高效率、高效益特征，强调以人

工智能、物联网等数字技术为支撑。像天津超算

中心，就将超级算力广泛应用于新能源、生物医药

等领域，为企业生产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

也正是在这样的产业化应用中，更多新技术转化

成了现实生产力。加强科技创新特别是原创性、

颠覆性科技创新，前瞻性布局前沿技术研发体系，

并通过体制机制改革进一步打通科技创新和产业

创新间的融合通道，及时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

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推动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

化、绿色化迈进，随着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完善，

新质生产力发展就有了硬核支撑。

李娜：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企业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无论是推动“从0
到1”的原始创新，还是“从1到N”的产业落地，
都需要不同规模企业在创新链条上协同联动、各
司其职。

周雪松：是这样。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

度融合中，企业既是创新主体也是成果转化载体，

尤其是产业链上的重点企业，其创新能力和对成

果转化的承载力，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融合深度

和水平。创新需要投入，还可能承担失败风险，而

大企业作为“海上航母”，能抗风浪；中小企业抗风

险能力差，但是船小好调头，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

系的重要力量、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生力军。发挥

大企业创新引领作用的同时，对重点产业链上的

优质中小企业予以关注，通过金融活水浇灌、引入社会资本等方式，

增强它们创新创造的信心和底气，是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

合，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

李娜：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开放是内在要求。组
建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共同体和以区域为基础的创新联合体，在更
大范围内集聚创新资源、让产业的开放合作之路迭代升级，是促进两
者深度融合的重要路径和方法。

周雪松：推动两者深度融合，需要高效整合创新资源，而开放协

同是重要保障。例如，有的地方建设大企业开放创新中心，瞄准半导

体、新材料等产业布局，吸引科技领军企业加盟，优化供需对接机

制。一旦有相关领域技术瓶颈问题需要解决，可以快速集聚各方资

源协同发力。加强与北京的科技创新协同和产业体系融合，有效贯

通区域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资金链人才链，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开放

创新生态，不仅能提升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能级，还将助

力形成更多新质生产力。当然，两者融合不能泛泛而谈，围绕具体产

业、创新需求谋融合，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才能融出力度、

融出更多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对话人：

周雪松 天津理工大学电气工程与自动化学院教授

李 娜 本报评论员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
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在发展新质
生产力上勇争先、善作为，坚持科技创新
和产业创新一起抓，能够拓展发展新空
间，培育更多发展新动能。

画山水时，讲究粗处大笔挥洒，墨足笔饱，而细处需

小笔勾描，一丝不苟、下笔有方。干工作也是如此，下笔

有方，才能把任务、目标落到实处。

不久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某地政府办公室存

在重复转发文件、照搬照抄上级文件内容问题。经多级

转发后，新文件与源文件内容重复率仍达80%以上。中

间部门成了“中转站”“传话筒”，对上级文件，不经思考、

不加研判，或照搬照抄、或稍微改改，直接向下转发。这

种文件内容“上下一般粗”的情况，看似是在不折不扣地

执行上级任务，实则是不结合具体实际、没有对工作进行

细化分解，毫无现实针对性。

政策越往下，落实越要实、越要细。政策往往着眼宏

观全局，涉及范围较广，普遍性和原则性较强，但基层情

况千差万别，避免政策空转难落实，还需要多些因地制

宜。在领会政策精神的前提下，在“具体化”和“针对性”

上下足功夫，创造性地把政策落到实处。在执行上级部

署时，梳理重点方向、明确重点任务，将任务细化分解，并形

成详细的工作推进任务书和责任单，干什么、怎么干、谁来

干，清晰明了。逐项分解工作任务、细化工作方案，逐级压

实工作责任，把重点任务和目标变成一件件可以做的事、一

个个可以抓的项目、一条条可操作的细则，政策就不会越往

下越“糊涂”。如此，再大的目标都能在一点一滴的落实中

成为现实。

可操作的落实举措离不开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看看资

料、查查表格、翻翻台账，开会时听几句“场面话”，这样是理不

出落实方向、画不出实干路径的。看清楚哪里离生产生活最

近，脚步踩到实处，才能得到最真实的情况。结合实际情况、

找到问题症结，用有针对性的落实办法让决策部署、政策要求

和基层实际实现紧密对接，这样才能真正做到“下笔有方”。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古今事业必成于实。任何一项工作，

都不能浅尝辄止、虎头蛇尾，而是要真抓实干、善作善成，在一

招一式的实干中，政策文件才能真正落实落细、管用顶用。

向官方提意见，还能拿奖金，有这样的事吗？

还真有。不久前，有一位网友因举报贵州旅游乱象，

收到了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发放的2400元奖励，不仅让

举报者大感意外，也让网友们惊呼“这操作不一般”。

近来，很多地方的文旅部门变得特别“宠溺”网友。比如

网友呼吁在网红打卡地安排行李寄存处，沈阳市文旅局“马

上安排”；外地游客表示不太适应寒冷天气，哈尔滨在景区添

加了取暖驿站……用网友的话来说，主打的是一个“听劝”。

“听劝”的实质，是官方放下了架子，走到公众中去，获

得接地气的建议。这样更符合文旅产业发展的特性。毕

竟，在旅游越来越讲究沉浸感、体验感的时代，公众感受是

第一位的。你不了解公众的需求在哪里、遭遇的痛点是什

么，拿什么去吸引游客、积累口碑？“听劝”，既能弥补服务

短板，还能让大伙感受到一个地方的诚意，更容易产生亲

近感。说来说去，都离不开“共情”二字。回想去年的淄

博，再看看眼下的哈尔滨，走红的密码都少不了这一点。

“出圈”容易，“守圈”难。打动公众，需要服务意识、态

度和本领的进一步提升。这就不能只处于“听劝”的状态，

让服务总是比公众感受慢一拍，而是要向主动发现问题转

变。到文旅场景中去，把自己当成游客，想想大家需要什

么、不满意什么，往往更容易查漏补缺。所谓“守圈”，不是

保守，而是要进取，既要善于亡羊补牢，更要善于未雨绸

缪。只有想在公众前面、做在公众前面，才会给大家带来更

多惊喜与美好体验。

当然，无论是“听劝”还是主动服务，最忌讳的是“一阵

风”。这段时间各省市纷纷出奇招进行比拼，有的负责人深

更半夜还在线回复网友的问题，确实带来不少惊喜。但对

公众而言，如果一段时间后，服务者的热乎劲没了、新鲜感

淡了，又端起架子、拿起腔调，“你提你的意见，我干我的工

作”，这就纯属凑热闹、走形式，未免会让人寒心。只有把积

极服务的状态一直保持下去，始终用真诚“守圈”，才能把公

众的热情、旅游的热度一直维持下去。

刚从地里采摘的蔬菜瓜果主

打新鲜、实惠，冒着热气的特色小

吃让人垂涎欲滴……小贩们热情

地招揽顾客，大集上人潮涌动，

“你随便被绊一下，都会立马踩到

另一个人的脚后跟”，有人这样形

容乡村集市的热闹。

如今，这道“风景”正火出乡

村。前段时间，宁河的芦台大集、

武清的河西务大集、西青的姚村

大集等“圈粉”无数，特别是市区

年轻人争相前往。到乡村赶大

集，俨然成了一种新的潮流。

这里没有豪华包装的商

品，不讲虚头巴脑，有的是朴实

的商贩、亲切的乡音、人间的“烟

火气”。保留了土味，也在追赶潮

流——年轻商贩架起手机、开启

直播，以热闹现场为背景，打开了

一扇让更多人了解乡村集市、看

见乡村的窗口。过去，乡村集市

是单一买与卖的交易场所，而今

不仅卖产品，也在展示乡村文

化。城里人尤其年轻人“赶集”，

除了看中产品的性价比，更像在

参与一项休闲活动，追求的是氛

围感、沉浸式体验。

小小的乡村集市，蕴含着巨

大市场。伴随乡村振兴全面推

进，城与乡的联结更加紧密，一个

个乡村集市重新焕发生机与活

力。如何将这份“烟火气”更长久

地保持下去？

突出特色是主线。乡村集市

各地都有，但“出圈”者之所以产

生强大吸引力，更多是因为带给

了人们不一样的乡土体验。比

如河西务大集上的金边扣焖、田

水铺萝卜，芦台大集上的七里海

河蟹、宁河大米等，都是本地的

特色味道。对乡村“土特产”深

入挖掘，借助集市平台，让更多

传统老手艺、特色文化产品得到展示和传承，将

“特色”文章做足、做出品质，带给人们更丰富、更

优质的消费体验，是保持和增强乡村大集吸引力

的关键。

乡村集市是交易场所，也是提供服务的地

方。集市的环境卫生、商贩的待客态度、产品的

售后与维权，乃至从城市到乡村的公共交通是否

完善、停车是否便利等，都会影响人们对乡村集市

的好感度。在丰富特色产品的基础上，围绕服务

细节打磨，不断提升管理能力和服务水平，建立助

推乡村集市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乡村大集才可

能将越来越多的“头回客”变成“回头客”，实现长

远发展。

发展乡村集市，基于买与卖，其背后是农文旅融

合的大空间，是推动乡村产业发展的大棋局。完善

乡村产业链条、创新展现形式，让更多“土特产”脱颖

而出，同时激发村民参与乡村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带来的将不仅仅是乡村集市的繁荣，更将是乡村

全面振兴的美丽图景。

前几天，朋友发现衣服扣子掉了一颗，居住地附近没

有卖这类小东西的，只能从网上购买，但隔着屏幕拿捏不

好尺寸，等到手才发现扣子买大了。

曾有人提出城市居民对社区归属感不强的问题，从

一颗扣子中，或许我们能找到其中一个症结：居民需求无

法被满足时，与社区关系松散疏离，归属感便不强。如果

人们在社区内的生活足够方便，家门口有了更多“烟火

气”，心中也就有了归属感。

人间烟火的真正底色是美好生活，是那些与人们衣食

住行密切相关的具体场景。春节前，河西区广顺园社区与

西楼北里社区，轮流开展“家门口”的年货市集活动，针头线

脑、食品调料、春联花卉……吆喝声、货品碰撞声和食物的香

气、涌动的人流一起点燃了家门口的“烟火气”。人们不仅得

到了所需之物，也享受着挑和买的过程，购物场景与社交场景

相互交融，浓浓的人情味于交谈间产生。当然，这种气氛并非

仅限于此类场景，健身绿地、社区食堂、居民活动室……凡是

能满足群众需求、聚起人气的地方，便处处皆有烟火。

社区是城市的细胞，社区人气旺，城市的活力就足。“15

分钟便民生活圈”不断升级、社区嵌入式服务逐步完善，也

会创造出更多能满足居民多层次、多样化需求的载体，而凝

聚于其中的“烟火气”，不仅会成为助燃市场的火苗，拉动消

费、带动发展，也能映射出一座城市的面貌和气质。

“最近实在是太忙了，差点忘了证照延期的事！”不久前，武清区

政务服务中心打来的一通电话给忙碌的李女士提了个醒。工作人员

提示她办学许可证即将到期，并详细说明办理地址、所需材料、咨询

电话等。

政务服务，没有事项大小之分。打给群众的一通电话，看似只是

个“小提醒”，却可能关乎企业经营等大问题。政务服务部门办细办

实“关键小事”，有效解决群众和企业的急难愁盼，进一步提高服务便

利度，就能办好更多实事。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为民为企服务，办好“小事”“琐

事”，同样能体现出服务者的担当。如何办细办实？一个重要的方

面是从群众和企业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坚持

“小事看大、远事看近、实事办好”，想方设法优化办事流程、精简办

事材料、提高办事效率，一锤接着一锤敲，切实解决好大家的揪心

事、烦心事、操心事。

从细处着眼，围绕“实”字用力，在提供服务时，多想想群众和企

业最需要什么、可能遇到什么困难，并以此为方向，在具体工作中主

动作为、超前谋划，一个电话、一次提醒也能为大家带来满满的幸福

感、获得感。

“特供酒”？特忽悠！

近日，重庆警方摧毁了一

个辐射全国的“特供”假酒包

装、生产、批发销售网络。在一

些人眼中，饮用或收藏“特供

酒”，是拥有某种身份的象征。

不法商人正是抓住了这种心

理，才让“10元钱的酒卖出上

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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