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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博会的终极意义在哪里
□ 高金国

意义，是生活乃至生命的终
极追寻。9月，在这个堪称“淄博
会展月”的月份，陶博会、齐文化
节、新材料技术论坛等重要会展
如约而至。除了关注会展、做好
会展，我们也要静下心来，认真
地反思一下它们的意义所在。

毫无疑问，它们都担负着重
要的现实意义。首要的一点，叫
做“注意力经济”。现在是注意
力经济时代，消费者的注意力在
哪里，资金、资源、人才就往哪里
去。这是我们无法忽视、难以改
变的，只能顺应。

注意力，既包括时间上的注
意力，也包括空间上的注意力。
一年的工作，节奏紧凑固然很
好，也要分清主次。9月就好比
是淄博的“成果交流期”，各种成
果在此交汇，各种思想在此碰
撞，各种机会在此生成。

空间上的注意力，则类似于

“乾坤大挪移”，既向外地人展示
淄博产品、淄博形象，也把全国
各地、世界各地的好东西搬到淄
博，让淄博人长长见识、开 开
眼界。

这种“既在家门口（举办在
淄博）、又像走出了家门口（外地
客商蜂拥而至）”的交流机会，可
谓四两拨千斤，远比“窝在家里、
闷着头干”效果要好。好的工
作，一定是既脚踏实地，又知道
抬头看天、找准方向的；会展对
淄博而言，就是“看看天、找方
向”的大好时机。

至于会展直接带来的经济
效益，更是一种硬件上的“现实
意义”；它和“注意力经济”一起，
是会展得以延续、发展的现实
基础。

今天我更想说的，是跳出
“现实意义”，去追寻陶博会等会
展的终极意义。它们的终极意
义，究竟在哪里？

还要从淄博的“先天不足”
说起。从城市定位来看，淄博具
有一定的优势，但相比于济南、
青岛，优势并不明显；和北上广
深 等 大 城 市 相 比 ，则 有 很 大
差距。

这种先天不足，导致淄博在
高端人才和先进技术的引进上，
存在一定的劣势。有的高端人
才，签几年约，拿了优厚的薪水，
期满之后就走人，让人颇感无
奈。但也没办法，这是个人的选
择，不可强求。至于技术，淄博
企业更多的是在“走出去”，上门
求人、买技术，自己的研发虽然
不惜重金，但和中关村等技术密
集区域依然不可同日而语。

先天的不足，就无法弥补了
吗？不然。最好的办法，叫做

“以时间换空间”，在某一个时间
段内，让淄博成为高端人才、先
进技术、尖端产品的聚集地、大
磁场。新材料技术论坛就是为

淄博吸引高端人才和技术的“时
间磁场”。淄博成不了硅谷，但
可以通过会展的聚集效应，打造

“时间硅谷”！
陶博会、齐文化节虽然和技

术、人才的关联度不高，但也会
形成时间上的磁场效应、聚集效
应：行业高端人士汇聚于此，思
想交流，文化互融，各种机会在
此碰撞、生成。

旅游更是如此。淄博很少
被外地游客列为“第一目的地城
市”，多是“路过”，齐文化的巨大
价值因此打了不少折扣。齐文
化节也是一种“时间换空间”，会
展的传播效应，会让齐文化成为

“注意力焦点”，从而在一定时间
段内，让淄博有了“媲美一线旅
游城市”的可能。

以时间换空间，先天不足、
后天来补，这或许就是陶博会等
会展的终极意义之所在。

网购食品安全监管要有大数据思维
□ 柏青

目前，经营网购食品的商家
都建立了相应的网络平台，这些
平台都积累了海量的数据，客观
上为利用大数据进行监管奠定
了坚实基础。面对网购食品安
全问题突出的严峻现实，监管职
能部门更要运用大数据思维，积
极探索适应网购食品安全监管
的线上手段，进而利用互联网大
数据，织密网购食品安全的监管
之网。

在网上购买进口奶粉、进口
婴幼儿辅食，网上找人代购家乡
特产煎饼、奶皮子……一些在很
多互联网“原住民”看来再正常
不过的销售、购买行为，其实背
后危险重重。

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近日发布的《涉食品安全案件审
判白皮书》显示，当前发生在网
购渠道的涉食品安全案件数量
远大于实体交易领域，网购食品
安全纠纷案件占到该院受理的
全部涉食品安全民事案件数的
64.4%。已被认定为不符合食品
安全标准的食品仍然公开销售、
销售未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
证的自制食品、违规销售保健食
品等问题比较突出，网购食品的
安全监管备受关注。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在互联网时代，消费者在通过网
络快捷便利地购买食品时，往往
面临着相比线下购买食品更高
的安全风险。如何让监管跟上
互联网的发展步伐，切实有效保
证网购食品的安全，是监管职能

部门必须给出答案的一个重大
命题。

网购食品是互联网技术快
速发展的结果，具有购买程序相
对简单、食品选择多样化和交易
快捷等优势，较好地解决了线下
购买食品费时耗力等诸多难题，
因此受到网友和消费者的广泛
欢迎。网购是互联网时代的新
生业态，监管职能部门一直对网
购食品持包容和支持态度，但必
须看到，包容不是宽容，更不是
放纵，特别是在网购食品因安全
问题危及消费者生命健康时，更
有必要对其予以严格监管。

面对网购食品潜在的安全
风险，职能部门一直积极履行监
管执法职责，然而遗憾的是，艰
辛的付出有时不能收到良好的
治理效果，以致网购食品的安全
问题成为悬在消费者心头的“魔
咒”。对此，不少业内人士指出，
网购食品安全之所以长期令人
不放心，关键在于对网购食品的
安全监管还缺乏必要的大数据
思维。

与传统的线下监管模式相
比，网购食品由于依托了互联网
技术，深刻改变了传统监管模
式，对安全问题的监管要求更
高，昔日被动应付的监管模式已
然行不通。如果对网购食品安
全的监管无法找到行之有效的
发力点，即使再怎么努力，监管
也难免陷入疲于应付收效甚微
的尴尬境地。

网购食品基于互联网技术
而生，交易过程会产生拥有海量

信息的大数据，只要让这些信息
能够互联互通、实现共享，网购
食品的相关信息可以轻松地被
锁定，监管职能部门就可以按图
索骥对网购食品的安全问题精
准进行监管。这种借助大数据
的精准监管，除了可以让网购食
品的交易过程始终保持在可控
范围，还可以对有安全问题的网
购食品追溯源头，确保事后对责
任者的严肃处理有据可查，从而
收到一举多赢的监管效果。运
用大数据思维对网购食品进行
安全监管，不失为事半功倍的上
策，理当推而广之。

目前，经营网购食品的商家
都建立了相应的网络平台，这些
平台都积累了海量的数据，客观
上为利用大数据进行监管奠定
了坚实基础。面对网购食品安
全问题突出的严峻现实，监管职
能部门更要运用大数据思维，积
极探索适应网购食品安全监管
的线上手段，进而利用互联网大
数据，织密网购食品安全的监管
之网。

做到了这些，才能确保网购
食品的安全监管真正做到与时
俱进，网购食品安全无虞的愿景
才能真正照进现实。

父亲年迈仍工作，
两子啃老渐蹉跎。
伸手索要扶贫款，
不怕脊梁被人戳？

绘画 陶小莫 配诗 王继洋

日前，云南一“啃老族”通过人民网
“领导留言板”向当地县委留言称一家
八口人日子不好过，希望政府可以扶
贫。官方回复中透露其父勤劳致富、现
在作为环卫工每个月有2000元收入，倒
是这名网友有好吃懒做的嫌疑，“房屋
漏雨固然令人担心，但令人担心的是您
兄弟俩正值年轻力壮时，依然未能帮助
您年迈的父亲分担肩上的重担。国家
扶贫更多的是扶志，但绝对不会养懒
汉”，并透露称，社区工作人员曾对此为
这名网友安排工作，却均被拒绝。

据9月5日《春城晚报》

莫让摆拍
玷污了公益
□ 斯涵涵

“7旬爷爷悬崖采药救重症
孙子”故事的采药照片竟是摆拍
的……9月3日，《成都商报》报道
了四川宜宾老人何春元“悬崖采
药救孙”故事被夸大有不实之
处，采药照片系摆拍，并且推动
发布“采药爷爷”故事的公益机
构要对筹款收取10%作为管理
费，引发网友热议与广泛关注。

七旬爷爷、悬崖、采药救
孙……几个关键词组成极具冲
击力的标题，迅疾引起关注。然
而，当人们纷纷伸出援手后，却
曝出采药照片竟是摆拍、采药救
孙的细节也系杜撰，那种被忽
悠、被欺骗的心情难以言表。

9月4日，收款机构上海市
华侨事业发展基金会回应称，
该基金会具有合格注册资质，
收取实际筹款总额的10%管理
费也符合《慈善法》规定，意在
为自己辩白。而孙子得了白血
病急需筹款救治也是真实情
况，其家庭也确实因治病欠债，
这就让一些人误以为这只是为
了宣传效果而打的“苦情牌”，
情有可原，不算什么大的过错，
其实这是本末倒置。

从经济关系来看，摆拍“采
药救孙”收取管理费也不是一句
合乎规定就可以轻易蒙混过关
的。当募捐额与管理费紧密相
连，公益活动形同商业推销，为
了追求“水涨船高”的管理费收
入，难免催生一批夸大其词、刻
意造假甚至卖惨营销的推手，牟
利的冲动已经扭曲了公益的初
心，如何禁得起良知的拷问？

事实上，摆拍“采药救孙”
不仅使受助者接受舆论的围观
与质疑，胡编乱造也抬高了救
助门槛，透支了公众信任。

扶危济困是一种善，也是
一种人性之美，而真实与其紧
密相连，真善美组合在一起才
是公益活动的核心，也是激励
人们向善行善的源动力。摆拍

“采药救孙”轻则违背真实、诚
信原则，重则伤害慈善根本。
有关部门应该依法依规采取有
效措施，督促公益机构加强内
部管理，及时叫停、撤销虚假宣
传，对违规的公益组织和个人
施以惩戒，遏制卖惨营销的歪
风邪气，莫让摆拍玷污了公益，
莫让利益颠覆了世道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