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6月9日
央视新闻微
信公众号报
道，“不用节
食无需运动，
只要每天喝

‘咖啡瘦’，一周体重明显减轻
……”近年来，随着超重和肥胖
人群不断扩大，减肥市场随之升
温，各类宣称“快速瘦身”“纯天
然无副作用”的产品频繁出现在
社交平台和电商页面，食品安全
隐患值得关注。 作者 王铎

警惕“速瘦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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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姐，我要画艾莎公主。”周末
的安庆弘阳广场，金瑜的儿童面部彩
绘摊位前总是围满孩子。她手持专
业颜料笔，半蹲着为一名小女孩绘制
“艾莎公主”的面部彩绘。

（《安庆晚报》6月12日）
如今，在街头夜市、城市商圈，

我们越来越常见“90 后”“00 后”的
“练摊”身影。摊位虽小，承载的却
是对理想生活的探索与尝试。

在传统观念中，摆摊往往意味
着“退而求其次”，是一种不得已的
谋生手段。但在新一代青年身上，
摆摊被赋予了新的文化意义与人生
价值。他们主动放下传统观念中的

“体面工作”，选择街头“实战”。这
一份“敢脱轨”的勇气，映照的是当
代青年的精神图谱。

他们是“行动派”的践行者。面
对不确定的就业环境，他们没有止步
观望，而是将兴趣转化为技能、将技
能变现为产品。美术、厨艺、舞蹈，在
过去或许是爱好，是“副业”，而今通

过一张摊位实现了价值转化的“正循
环”。这一代年轻人更愿意走出标准
化轨道，在真实环境中磨砺自我。他
们理解“热爱”背后的艰辛，接受“不
确定性”带来的成长，更在一次次与
顾客的交流、一次次应对突发状况中
积累经营的能力与信心。

他们也是“价值重构者”的代
表。相比以往强调职业的稳定与收
益，他们更注重工作的意义感与自
主性。摆摊让他们拥有对时间的掌
控权、对内容的决定权，也让他们获
得了从0到1创作的成就感。这种

“自主人生”的追求，不只是对个体
自由的渴望，更是一种价值观的转
向：从外在评价走向内在满足，从依
附平台到自主创造，从单一路径到
多元可能。

城市治理的进步，也为这一群
体的成长提供了沃土。街头空间变
得更有温度，夜市管理更加人性化，
摊位规范与创新并存。这份制度的
包容与城市的柔性，正是激发青年

创业热情的“阳光雨露”。我们应看
到，在这些年轻摊主身上，既有新业
态的创新因子，也有实体经济的活
力火种。他们用微光点亮城市角
落，也用汗水浇灌梦想之花。

创业之路不会一帆风顺，“练
摊”也注定充满曲折。有市场的波
动，也有政策的规范；有现实的拷
问，也有身体的劳累。这份看似朴
素的坚持，恰恰道出了，每一份可贵
的梦想，背后都离不开脚踏实地的
努力；每一项微小的成功，都源于对
生活不敷衍、不妥协的态度。

当越来越多的青年愿意“从摊位
出发”，也就意味着我们社会的梦想
结构正在发生积极变化：不再只属于
舞台中央的聚光灯，也属于街头角落
的每一份坚持；不再被单一路径框
定，而是被无数勇敢者共同拓宽。

相信只要脚步坚定、方向明确，
每一个摊位，都是走向更广阔天地
的起点。让我们为这些奋斗在城市
烟火气中的年轻人鼓掌加油！

让创业梦想从“练摊”起航
孙维国

记者从市工信局获悉，去年以
来，我市推动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
再贷款政策快速有序落地，大力支
持新一轮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技术改
造，切实将政策红利转化为发展动
力。截至目前，我市已促成60个项
目落实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
26亿元，贷款金额位居全省第三。

（《安庆晚报》6月16日）
透过一组组亮眼的数据、一项

项具体的举措，安庆金融支持企业
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的力度之大、
范围之广可见一斑。实践充分证
明，只要不断丰富金融业态、优化
金融生态，在金融服务上“靠前一
步”，就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快
人一步”。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指出，优化
资金供给结构，把更多金融资源用
于促进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绿色
发展和中小微企业。对安庆这座
制造业当家的城市而言，当前现代
产业风起云涌，科创企业破浪前
行，实体经济的壮大始终离不开强
而有力的“金融支撑”。换言之，服
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在不盲
目停贷、压贷、抽贷、断贷的基础
上，要聚焦重点产业新领域，聚力
科创发展新赛道，源源不断地注入

“金融活水”，在“量增、价降、面扩”
上下更大功夫，将广覆盖、高效率
的金融信贷渗透经济肌体的每一
个充满活力的细胞。

这几年，无论是“专精特新贷”
“高新科技贷”，还是专利许可收益
权质押贷款，我市金融机构不仅突
出信贷量的增长，更注重产品质的
提升。金融供给“优”无止境，要紧
扣经济发展脉搏、紧贴企业运营实
际，审时度势开发个性化、差异化、
定制化金融产品，畅通信贷、债券、
股权多元融资渠道，用更多新产
品、新业态来激发发展活力。

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和便
捷度，安庆一直在探索新模式、新
路径。截至目前，我市已促成 60
个项目落实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
再贷款 26 亿元，贷款金额位居全
省第三。当下而言，既要“靠前一
步”，想企业之所想，更加积极主动
地伸出“帮扶之手”，精准对接企业
融资需求；也要“快人一拍”，急企
业之所急，开通“绿色通道”，当好

“店小二”和“急郎中”，帮在最紧要
处、救在关键处，切切实实解决燃
眉之急。“互联网+”时代，要充分
借助科技赋智和数据赋能，精确识
别分析企业真实信息，有效疏通管
理堵点，持续解决融资痛点，全力
打通资本与产业的“最后一公里”。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

激发产业新活力
徐剑锋

“68元上门做四菜一汤”“30元
上门喂猫遛狗”“1小时上门美容护
理”……如今，只需轻点手机，各类
“上门服务”便能送进家门。

（《安庆晚报》6月16日）
近年来，我市“上门经济”发展迅

速，已经深入到市民生活的各个角落，
成为消费新潮流。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和活节
奏加快，越来越多消费者对便捷、高效
的服务需求愈发强烈，上门经济恰好
契合这一趋势。它打破了时间与空间
的限制，让消费者足不出户就能享受
专业服务，极大提升了生活品质。对
于服务提供者来说，上门经济降低了
创业门槛，拓宽了就业渠道，许多人借
助互联网平台实现了灵活就业。此

外，上门经济还能带动相关产业协同
发展，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作为
当下新业态，它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也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面对这一新生事物，敞开大门迎接它，
是顺应时代趋势，拥抱创新与机遇、推
动新业态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不得不说的是，“上门经济”快速
扩张的背后，安全隐患、服务质量参差
不齐等问题也逐渐暴露。如果只敞开
门不能严格“把门”， 不兴利除弊，任
其发展，“上门经济”也可能变成冲决
堤坝的“洪水猛兽”。对此，各级政府
要“把门”。加快完善法律法规，明确
平台、服务人员与消费者的权利义务，
建立涵盖服务质量、安全保障、纠纷处
理等方面的行业标准体系。网络平台

要“把门”。通过人脸识别、公安系统
联网核查等技术手段，对服务人员进
行严格身份审核；加强对服务人员的
培训，提高其专业素养和服务意识；服
务过程中，可引入“一键报警”“行程轨
迹实时追踪”等功能，为用户提供即时
安全保障；事后建立服务人员信用档
案，对违规者实行“黑名单”制度，杜绝
安全隐患反复出现。消费者要“把
门”。在选择服务时，要通过正规平
台，仔细查看服务人员的资质和评价，
在服务过程中注意留存证据，遇到问
题及时维权。

敞开门，是顺应消费升级的时代
选择；把好门，是守护民生福祉的责任
坚守。唯有开合有度，上门经济方能
在便利与安全间行稳致远。

“上门经济”既要敞开门更要把好门
艾才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