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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之平

■ 孙一琳

敢于从“难”迈向“更难”
城市更新，正在为城市的拔

节生长不断注入新动力。在城
市更新中加速现代服务业提档
升级，为优化发展空间提供了更
多选项，有利于城市业态、功能、
品质的不断提升。

对话人：

张 智 天津社科院经济分析与

预测研究所研究员

张 玥 本报评论员

数字化破解
“小马拉大车”困局
■ 蒋丽莉

■ 谷朋

当工业遇上旅游
■ 贾晓艺

15分钟能提升裸眼视力？

“15分钟提升裸眼视力”、

AI近视防控神器……一些希

望孩子摘掉眼镜的家长落入

这种营销陷阱。科学用眼和

适量的户外活动，才是近视防

控的“良药”。

孟宪东 画

张玥：在天津经开区，平台经济、智慧物
流等产业发展得有声有色；在东疆综合保税
区，两千余家航运物流企业集聚发展，展现着
旺盛的产业活力……做好城市更新这篇大文
章，发展现代服务业是重要的着笔处。《天津
市城市更新行动计划（2023—2027年）》，将
实施现代服务业集聚工程作为一项重点更新
任务。这是提升现代服务业能级的过程，同
时能够为城市发展注入新动能。

张智：现代服务业发展对于一座城市至

关重要。具有高技术性、知识密集型、高附加

值的产业进驻城市空间，有利于优化产业结

构、吸引高端人才，增强城市发展潜力与核心

竞争力。天津发展研发设计、金融、商贸等服

务业，注重的是“百花齐放”，通过构建优质高

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全面促进生产生活方式

的转变，带动城市发展能级的跃迁，这是城市

更新的题中应有之义。

张玥：在小白楼航运服务聚集区，一栋大
厦里就聚集了数十家航运上下游企业，凸显
了集聚效应。在城市更新过程中，充分利用
现有楼宇、产业园区等载体，导入优质产业、
新兴产业，更有利于攥指成拳，增强现代服务
业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张智：是的。增强现代服务业的集聚效

应，会加速技术分享、优化资源配置，提升产

业的发展质效，并塑造出高识别度、高影响力

的服务品牌。这离不开存量空间的盘活、产

业链的打造。盘活需要精准，让载体的资源

禀赋和服务业的发展需求相匹配，才能畅通

导入优质产业、新兴产业的路径。打造产业

链重在实现价值增值，通过发挥城市空间的

区位、公共服务等优势，为上下游高效协同生

产提供各种便利，达到“花开蝶自来”的效果，

吸引在链企业、优质生产要素汇集，持续扩大

产业规模、提升产业能级。

张玥：壮大现代服务业重在求新求变。
大力发展人工智能、云计算、数字文化创意、
工程设计等生产性服务业，推动先进制造业
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会不断丰富现代服
务业的形态。

张智：说到这一点，我们不妨看看物流行业。以前物流企业只

负责运送货物，现在已开始“快递进厂”，与厂家共建分拣包装系

统，有的还提供智能仓储管理服务，参与到了生产制造过程中，影

响着企业的生产模式。其中产业联动、链条延伸、生产效率提升、

生产和管理方式转变等，都是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

的结果。通过两者的相互赋能、高效协同，制造业变得高端化、智能

化、绿色化，生产性服务业则更加专业化，并向价值链高端延伸，提升

了服务业供给质量和品质效率。

张玥：今天，数字博物馆为文化产业注入了活力，沉浸式演艺丰
富着旅游体验，虚拟体育场让运动变得更加有趣……作为现代服务
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文、旅、体等生活性服务业正在向高品质和多样
化升级，同样在丰富城市更新的内涵。这种升级往往需要模式、业态
上的不断创新。

张智：没错。采用现代化手段既包括新技术的使用，也包括现代

化理念的运用。比如将极具天津特色的洋楼建筑群开发成各种休闲

社交、文博展览、时尚购物的空间，依托的就是活化利用历史文化遗

产、推动商贸文旅融合发展等理念。用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赋能更

高端的生活服务，展现城市的文化吸引力，更有利于留住高端人才、

聚集创新型企业。发展生活性服务业，不仅文、旅、体、商等产业可以

跨界，还可以与生产性服务业、先进制造业的发展联动起来，这样能

为高品质和多样化升级增添生动注脚。

中间一条石板路，两侧全是古建筑，美食挤满一条

街，工艺纪念品琳琅满目。这样的老街你去过吗？相

信不少人都会给出肯定的答案，然后想起满街的奶茶、

鱿鱼、臭豆腐以及商户们从义乌批发来的纪念品。有

游客感叹，仿佛化了妆、做了整形，它们看上去很美，却

美得千篇一律，少了昔日的烟火气和文化味。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往往是

从本土中“长”出来的。老街的保护与开发并非单选

题，相异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决定了老街的“焕新”可

以千街千面，那些“风格统一”的老街该找找新路了。

给老街找新路，不能一味追求“新貌”，反而要对“旧颜”

多加呵护。有人说，古建筑好似一个盛放故事的容器。江南

的清丽婉约、西北的质朴粗犷、东南的海岸风情……不同的

建筑赋予了城市不同的风貌与气质，这本就充满新意。倘若

搞大拆大建甚至推倒重来，对一条老街而言无异于“自断前

路”，而新路其实就存在于老街的记忆中、文化中、烟火气

中。换句话说，给老街找新路也是想方设法把传统街区保护

好、挖掘好、运用好。保护是一切行动的前提，秉承“修旧如

旧”原则，用旧材料、老手艺整修才能留住老街的根和魂。

辟新路，挖掘老街的文化内涵至关重要，从这个角度

看，新路也是特色路。对许多游客而言，慕名而来为的不是

吃“全国统一”的小吃，也不是走马观花式地看看景、拍拍

照。一条老街真正的吸引力在于独一无二的体验感、文化

底蕴与烟火气。徜徉于苏州市平江历史文化街区，苏绣、宋

锦、评弹等非遗项目随处可见；漫步在成都市锦里古街，能

吃到三大炮、牛肉豆花、钵钵鸡等川味美食，还可以欣赏川

剧变脸、灯影儿戏等特色演出。老街当然可以有丰富的美

食、花样繁复的工艺品，但关键在于能否体现当地特色，是

否融入了独有的风土人情，塑造出“有趣的灵魂”。

求新，除了向内挖掘，也要积极向外延伸，在业态与

产品上做到与时俱进。当下，天津古文化街新韵浓，杨柳

青画店将年画元素应用到文创产品中，津药达仁堂把多

味中药融入咖啡、茶饮和甜点中……老街找新路，说到底

是为了走对路。想清楚人们逛老街到底为了啥，让老街

多些生活的温度、历史的厚度、文化的深度，它终会走进

人们心里，留在每个人的记忆里。

你身边的孩子还能正确认识钱吗？近日，有媒体报

道，在湖北武汉一所小学，一位数学老师在上“认识人民

币”这堂课时发现，很多孩子对钱的认知模糊，有的没见过

1元纸币，有的甚至觉得“钱不就在手机里吗？刷一刷就

有”。天真烂漫的话语引起了不少家长和老师的担心——

在移动支付时代，会不会有越来越多的孩子不认识钱了？

随着时代发展，移动支付成为人们生活消费的常态。

据统计，截至2023年底，我国移动支付普及率达到了

86%。但，现金依然是我国最基础的支付手段。孩子们认

不认识钱，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支付方式是否更新，而在于

学校和家庭的教育引导是否到位。

一些孩子对钱的印象就是一串数字，仿佛数字可大可

小、可以从有到无再从无到有，花一块钱和花一百块钱没

什么区别，都是“刷手机”。有的孩子动辄为网络游戏充值

成千上万元，有的孩子给网络主播巨额打赏，这都与孩子

们缺乏基本的金钱观、消费观脱不了干系。

畅销书《穷爸爸富爸爸》中有句话：“如果你不教孩子

金钱的知识，将来有其他人会取代你。这个人……也许是债

主，也许是奸商，也许是警察，也许是骗子。”数字时代，更需

要给孩子补上“认识人民币”这堂课。引导孩子们正确认识

金钱，懂得钱从哪里来，应该怎么花，这对帮助孩子建立正确

的金钱观、消费观和理财观，让孩子尊重劳动、珍惜财富很有

必要。正如一位家长所说，“认识货币并不是为了培养‘守财

奴’，而是让孩子们知道钱不是‘扫’出来的，而是通过劳动和

智慧获取的”。只有懂得金钱的来之不易，才能减少攀比跟

风、过度消费。

“认识人民币”这门课如何上好？靠学校，也要靠家庭。家

庭是孩子们最早接触“钱”的场所，家长们应该从小培养孩子们

对钱的认知，了解货币的基本知识和价值，创造场景、利用契机

来“润物细无声”。比如，暑期即将来临，家长不妨带孩子去菜

市场、去超市，引导孩子使用纸币进行支付，让他们亲身体验货

币的交易过程。再比如，孩子们还可以在跳蚤市场当一回“小

老板”，体验一回定价、挣钱的过程。在现实的场景中，孩子对

劳动的感触、对金钱的认识也就会一点点建立起来。

在桂发祥“搓麻花”，体验非遗技艺；在利民调料厂，

体验老式打酱油工艺；在天津机床博物馆，聆听近代百年

工业历史……工业与文旅的邂逅，拓宽了旅游边界，让人

们在工业文化浸润中感受城市独有的魅力。

工业旅游不是工业元素的简单堆砌，而是要让工业

空间“变身”成有辨识度、有感染力的文化空间。各地工

业空间开启跨界混搭，有的创新开发剧本游戏、情景剧，

有的根据当地区域特色与民俗文化、海洋文化、园林文化

相结合，开展科普教育、研学实践、劳动教育等，有的举办

潮流体育、文学作品征集大赛、工业文化摄影展等活动，

丰富了工业文化传播的载体。由此可见，通过行业间、产

业间各种跨界混搭丰富传播载体，科技赋能创新体验，工

业的“文化味”就会更浓。

生动的工业场景、较高的科技含量是工业游有别于

传统旅游的特色所在。抓住特色，创新工业厂区、企业

生产线的更多“打开方式”，丰富的体验将吸引更多游客

到来。譬如在天津长芦汉沽盐场，可参观制盐流水线，

聆听盐田历史，参与古法制盐，体验盐塑制作，赏七彩盐

田……有网友说“脚下踩过大片盐滩咯吱咯吱像雪一

样”。这就是一种可见可触可吃可玩的沉浸式体验，人们

对旅游的认识不再只是单纯的参观，更注重深度参与并

充分感受。

为游客提供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体验，充分调动游

客的感官，让游客多层次全方位地感受中国工业历史的沧

桑巨变，于互动共情中收获几分欢喜，心生几分感触，旅行

就会变得更有意义。

“加班再晚也不耽误给孩子打印作业了。”近日，河北区望海楼社

区的“24小时数智共享小屋”着实帮了居民张女士一个大忙。社区

盘活闲置资源，建成数智小屋，将居民“上班时间没空办、下班时间没

处办”的高频需求“清单”转化为智慧社区建设“订单”，为社区居民提

供自助充电、自助打印、政务服务等便民服务。

基层工作千头万绪，任何小事都是老百姓的大事。一个社区的

社工，多则十几人，少的只有几人，管理上千甚至上万人口的社区，

“小马拉大车”的问题凸显。依托智慧平台、小程序及“智慧社区”线

下服务场景，以数字赋能提升社区治理水平，是为基层减负、为治理

赋能的有益探索。

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不仅提高了工作效率，还为居民提供了更加

便捷、安全的生活环境。需要证件照，不出社区，楼下数智小屋里就

能打印；有建议、有疑问，不用跑腿，动动手指通过平台反映给社区就

能解决……在数字化技术的推动下，基层治理正在逐步实现从“量”

到“质”的转变。

数字赋能基层治理的核心在于“以智提质”。但一些老年居民和

特殊群体可能难以适应这种新型的服务模式，因此，在推广智慧服务

的同时，也要注重人工服务的跟进，确保数字化与人性化服务相辅相

成。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打造出基层治理新局面。

买菜花时，你会留意菜花的品种吗？

菜花，学名叫“花椰菜”。在我国，花椰菜种子曾长期

依赖进口。2000年之后，天津市农科院蔬菜所花椰菜育

种团队相继培育成功40余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品

种。40多种花椰菜，总算够吃了吧？但在科研人员眼中，

还不够。通过大量科研攻关，近日，该团队发布最新成果：

破解了花椰菜的“基因密码”，填补了花椰菜高质量基因组

研究的国际空白。

培育新品种很难，破解“基因密码”更难。几十个新品

种的上市已足够满足市场需要，为什么一定要迈出从“难”

到“更难”的这一步呢？

迈出这一步，是掌握技术话语权，从“依赖”到“领先”

的必然选择。中国科学院院士王贻芳曾说，早些年，我们

实力弱，选择跟在别人后面是对的选择，但是到了现在，只

有做到领跑才更有意义。的确，“效益”和“实用”并不是科

研创新的限制条件，努力抢占科技制高点，才能形成更多

新突破。特别是当今的重大科技突破越来越依靠多学科

交叉和各项关键技术的集成，任何一个环节薄弱或缺失都

有可能导致研发陷入困局，让原本的优势技术停滞不前。

不想被“卡脖子”，就要主动攻入科技创新的“无人

区”。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发展的主动权才能牢牢掌

握在自己手中。这样的例子有很多。操作系统作为计算

机的灵魂、网络安全的“地基”，曾被归为制约我国工业发展

的“卡脖子”技术之一。而从我国第一款中文操作系统CC-

DOS，到银河麒麟操作系统V10SP1版本，再到首个开源桌

面操作系统“开放麒麟1.0”，数十年的奋斗让国产嵌入式操

作系统赋能各个领域，既能支持“神舟”翱翔天际，又能服务

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卡脖子”到为其他产业赋能，是不

断超越自我的过程。这个过程中，持续向难而进，才有机会

突破“极限值”。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事情，需要艰苦

的奋斗、久久为功的耐心和坚持不懈的创新。

走过千山万水，还需跋山涉水。走在科技创新的崇山峻岭

中，一山更比一山高，呼唤从“难”迈向“更难”的勇气和韧劲。

给老街找新路
——塑造出“有趣的灵魂”①

上好“认识人民币”这堂课
■ 闫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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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空间小，没法建

车棚；充电桩安在墙角，邻

居有意见，还存在安全隐

患……面对电动自行车充

电桩“无处安放”的僵局，

近日，和平区文化村社区

吹响了黄色等级的“哨

子”，“吹”来了多个部门的

“主事人”，半天时间就敲

定了解决方案。

“吹哨”行动，现在来看

并不新鲜，它在各地推行过

程中，确实也解决了不少问

题。但是，在面对涉及多部

门“九龙治水”问题时，这一

机制的效力并不一定能发

挥出来。有时“哨子”吹得

不够精准，吹来的人不够专

业，加之逐层汇报的繁琐程

序，问题解决起来并不顺

畅，甚至还会带来新问题。

为了提高解决问题的效率，

和平区推出分级“吹哨”机

制：蓝牌事项，职能部门相

关科室负责人按时“报到”；

黄牌事项，职能部门分管领

导要到现场；红牌事项，要

求部门主要负责人到。像

文化村社区的充电桩问题

比较紧迫，涉及住建、电力、

消防等多个部门，社区吹响

了黄色等级的哨子。

“街道吹哨，部门报

到”，这一看似简单的行动，

实则蕴含着社区治理的大学问。“哨子”不仅要吹

得响，还要吹得精准。一些地方在实践中，将群众诉

求分为“普通哨”“重点哨”“疑难哨”三级，并建立了

“哨源升级”机制，保证“哨随事动，事随哨结”；有的

地方将“吹哨”精准到人，确保群众问题处处有人管、

事事有人抓、件件有落实。通过精准“吹哨”，形成闭

环，让问题迎刃而解，也降低了沟通成本，避免了人

力、物力、财力等资源的无端消耗。

精准“吹哨”的背后，是对社区治理深层次的思

考。社区治理，不是简单的发号施令，而是一场涉

及多部门、多层面的“协同作战”，关键在于分级处

理和精准对接。这就要求社区管理者不仅要有敏

锐的问题意识，还要有高效的组织协调能力。问

题越是棘手，“吹哨人”越要知道该如何“吹哨”，吹

什么级别的“哨子”，招呼哪个部门的人。要做到

该来的人能来，来了的人“好使”。

当然，“哨子”不能为吹而吹，更不能额外增加汇

报请示的流程，这不仅需要建立起快速响应和部门

联动机制，“一站式”解决百姓急难愁盼，还需要放权

赋能，让职权真正围绕百姓的需求转，让居民对社区

进行“打分”评价，把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

成果的“度量衡”，在提高社区治理的透明度和公正

性上下功夫，激发起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

画好社区治理的“同心圆”。

社区是城市的细胞，不仅是群众日常居住生活

的场所，而且是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的基本单

元。精准“吹哨”，办好群众家门口的事，才能打通

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最后一公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