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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冬季，无数旅客涌入哈尔
滨及周边城市。旅游业沉寂已久的
东北，在朔风中等来了复苏的契机。

“南方小土豆”这个词汇，正是
在雪乡旅行热度居高不下时出现
的。在大众认知中，南方人普遍身
材娇小，脾性软糯，对从未见过的
冰雪世界充满好奇。为了御寒，他
们总是把自己裹得鼓鼓囊囊，带着
浅色的帽子和围巾在雪地里蹦蹦
跳跳。因此，热情好客的东北人将
自南方地区来的朋友，尤其是女性
游客，亲昵地称为“南方小土豆”。

一时间，有关“小土豆”的讨论
热度骤然升高，“南方小土豆勇闯
东北”“南方小土豆被东北人宠上
天了”“好想养一只南方小土豆”之
类的词条层出不穷。它的语义不
再仅仅表示南方游客易于辨识的
身形特征，更延伸到对他们旅行行
为的指代。南方小土豆们会穿着
不那么耐造的羽绒服去雪地撒野、
被当作小孩推入冰雪滑梯的儿童
赛道、沉迷于冰雪大世界流连忘返
……而东北人也乐于给予他们最
热切的欢迎，拿出绝活打铁花、带
翅飞马、切片冻梨款待远道而来的

朋友们。
南北方朋友们间的距离，在一

声声“欢迎南方小土豆们”中被逐
步拉进。地域不再意味着区隔，而
逐步成为可供辨识的身份标签。
大家乐此不疲地投入到新一轮的
造词热潮中，“广西砂糖橘”“天津
小麻花”“山西小醋坛子”等表述让
每个省份的朋友都拥有了自己的
专属昵称。

然而，当南方小土豆正被捧上
舆论中心时，不少南方旅客却提出
了质疑之声，认为这一萌化的称呼
让他们感到冒犯。“作为一个个子
不高的南方人 get 不到可爱，和被
骂矮冬瓜有什么区别？”“感到极度
不适，感觉自己被幼态化。”从他们
的表述中不难看出，南方小土豆于
南方人而言有着除昵称之外的隐
藏意味。感到身高羞辱与拒绝被
幼态化，是南方人抵触这一称呼的
两大主要原因。

现代社会，身高和个体的群际
互动与自我认同紧密关联。对于
有身高焦虑的南方人而言，“小土
豆”的调侃式表述加重了他们的敏
感与自卑。而作为一种过时的刻
板印象，“南方人都比北方人矮”的
论调旧事重提，甚至在铺天盖地的
营销中被进一步夸大。来自五湖
四海、身形各不相同的旅客被一概

归类为“身材矮小的南方人”，主体
性与差异性也同时被抹平，成为面
目模糊的、不知名的“南方小土豆”
的其中一只。

与此同时，“南方小土豆”对女
性游客的幼态化也引发了大家的警
觉。在社会生物学中，“幼态持续”
是人类进化的核心特征。延续幼年
时期的好奇与思考使人们在成年后
依旧拥有充沛的感知力与创造力。
然而在一切称呼旅客为“南方小土
豆”的场景中，南方游客被视作需要
着重照看与保护的对象。

其实，与“南方小土豆”相类似
的表述并不是第一次出现。此前

“大白”“热干面加油”等以物拟人
的表述曾多次引发网友对物化真
人的不满。

固然，“南方小土豆”这一称呼
的初心是为了拉进距离以示宠溺，
但在实际使用中，却极易产生误解
与伤害。当南方人感到自己的主体
性正在被模糊、群体形象正在被畸
形化时，有理由站出来表达自己的
不适与反抗。官方媒体与网友们不
应忽视这种声音，也不适合用“调
侃”和“亲昵”的说辞慷他人之慨。

正视南方人的“被冒犯”，换用
更普适、温和的词汇表达对南方朋
友的欢迎，或许是缓解矛盾，维持
热度的良方。

南方小土豆，是亲昵还是冒犯？
薛柯

2023年，安庆市持续做好50项
民生实事中的全民健身设施补短板工
作，新建一批小型化、多样化、智慧化的
公共体育场地和健身设施，并对有条件
的新建小区和老旧小区健身设施进行
维修、改造、升级和补建，让居民们下楼
便能健身运动。

（1月12日《安庆晚报》）
居民下楼便可享受“健身自由”的

背后，不仅是增加了设施数量，更是通
过智能化、多样化的设备升级，提升了
全民健身的体验，由此激发居民运动
健身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全面推动全民健身设施建设的举
措，意味着社会对健康生活的关注程
度逐渐提升。在现代社会，健康已经
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面
推进全民健身设施建设则是将健康理
念融入社区生活的一部分。补齐全民
健身设施短板，不是简单提供一个锻
炼的场所，更是在呼吁居民们关注自
身的身体状况，关心自己的健康。

智能化健身器材的引入，使健身
过程变得更加科学。屏幕上实时显示
的运动数据，让锻炼者能够更好地掌
握自己的运动状态，为制定科学的健
身计划提供了数据支持。

小区健身点的建设彰显了社区共
建共享的理念。居民下楼便能够享受
到便捷的健身条件，不再需要额外的
交通和时间成本。这种在社区内部建
设健身设施的做法，拉近了居民之间
的距离，增进了社区的凝聚力。社区
健身，成为邻里之间交流的契机，促进
了社区的和谐共建。

然而，我们也需要看到，在全面推
动全民健身设施建设的过程中，仍然
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设施的维护和
管理问题亟待解决。虽然新建了大量
的健身设施，但如何确保设施能够安
全运行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需要
建立有效的管理机制。

与此同时，健身设施的普及程
度有待提高。虽然完成了 460 个小
区健身点器材项目，但在一些偏远
地区或者老旧小区，仍然存在健身
设施不足的情况。需要制定更加全
面、有针对性的全民健身设施建设
规划，确保每个社区都能够享有便
捷的健身条件。

健身让身体更健康生活更美好。
全面推动全民健身设施建设是一项全
社会共同参与的工程，需要政府、社
区、企业和居民的共同努力。通过进
一步加强管理和提高设施的普及程
度，可以使全民健身设施真正渗透到
社区生活的方方面面，让“十五分钟健
身圈”成为每个人生活的一部分。这
不仅是对居民身体健康的关注，也是
对社会共建共享的积极实践。不断推
进全民健身设施建设，为居民运动健
身创造便利条件，让更多的人享受到
健康生活。

建立管理机制
补齐健身设施短板

孙维国

日前，省文化和旅游厅公布了
2023年度全省“公共文化服务品
牌”名单，我市“宜城处处唱黄梅”
“京黄故里 石牌戏会”和宿松县
“‘百姓明星送欢乐’区域文化品牌
活动”入选。

（《安庆晚报》1月15日）
文化展现的是一座城市的软

实力。好的文化不仅为经济社会
发展提供必要的精神动力，而且在
增强向心力与认同感的同时，形成
强大的凝聚力与创造力，以推动社
会的进步与发展。由此，重视文化

的发展与普及，从本质上来看，要
重视文化品牌的塑造，让优秀的文
化激励人鼓舞人。

安庆是历史文化名城，其文化
发展根基牢固，群众参与度高。实
践表明，不论是“宜城处处唱黄
梅”，还是“京黄故里 石牌戏会”及

“‘百姓明星送欢乐’区域文化品牌
活动”，不仅受到了群众的欢迎，提
高了大众的参与度，起到了很好的
凝聚人心的作用，而且这些品牌建
设将文化的发展提升了一个高度，
在普及中形成了良好的文化氛围。

文化品牌建设是一项长期性
的系统工程。一方面它需要进一
步的引导，需要政策支持，需要从
深层次上结合地方特色，出硬招
想实招，提高群众参与度，以大众
喜闻乐见的方式，在实践中创新，
进一步提高地方软实力；另一方
面要加强宣传，使其成为建设和
谐社会与凝聚人心的重要智力支
持与力量源泉。文化品牌的打造
还须突出时代元素，展示时代发
展的优秀成果，与时代发展同频
共振，弘扬时代精神。

以品牌文化建设提高软实力
未一平

据 2024 年
01月 07日央视
财经报道，从上
个月开始，人们
就已经开始购买
年货。灯笼、福

字、对联，还有窗花、摆件都是最热销
的产品。采购高峰期从这个月开始，
批发商已经开始补货，一直会持续到
腊月二十八左右。对中国人来说，过
大年就要红红火火，不少市民已经开
始选购对联和福字。此外，各种带有
“龙元素”的童装和玩偶，也成为近
期的热销产品。 （作者：王铎）

“龙元素”成年货主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