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信宜镇隆镇笔者的家
乡所在的村成立了墟，这不仅是
村里的大事，也方便了周边村民
生活，相信更会带动村子的经济
发展，助推乡村振兴。

墟是农村商品经济活动的
中心和助推器，是商品生产者与
消费者联系的纽带，是农村经济
文化科技信息的集散地和现代
文明从城市向农村传播的中转
站。乡村墟的成立，对于农村
区域经济的带动和引导，对于
农村区域经济的增长，对于乡
村振兴有着非常重要与积极的
意义。

近年来，我市紧紧扭住乡村
墟创建这个战略抓手，建强节点、
融合城乡，致力振兴乡村。如今，
我市乡村墟集聚辐射带动能力持
续增强，乡村经济发展蒸蒸日
上。形成了以乡村墟为中心、辐
射带动周边乡村发展的新格局，
助推了乡村振兴。

乡村墟是乡村振兴的重要
着力点。乡村墟的成立，将有
效推动城乡工农互动、商贸文
旅相融、产销精准对接，进一
步促进“乡风文明”，推进乡村
有效治理，激发乡村振兴内生
动 力 ， 进 一 步 激 活 乡 村 振 兴

“新动能”，助推乡村振兴高质
量发展。

乡村墟
辐射带动
周边振兴

梁栩（信宜）

在网络资讯发达、社交平台多
元的当今社会，在乡村振兴的时代
背景下，近年来在基层农村，也时
不时能“冒”出个气息清新、口齿伶
俐、形象可人的带货网红。短视频
带货、直播带货是这些网红营销的
主要方式。

然而近年本地一些带货网红
却是好景不长，有的甚至是昙花一
现、当红夭折。这些乡村网红“短
寿”的原因，往往是遭到本地网民
的起底、揭丑和谩骂围攻，普遍属
于“死于本地人手上”。

乡村带货网红缘何“短寿”容
易遭围攻？笔者通过透视身边案
例，认为有如下原因。

一是思维逻辑混淆。良禽择
木而栖，网红择货而带。网红所带
之货，一般都是地方知名度较高的
品牌产品，不会是悄无声息无人问
津的“冷藏品”。也就是说，什么产
品出名，网红就带什么产品。而带
货网红在大卖特卖、生财有道的同
时，大多有意识地把自己标榜为打
造该产品品牌的“功臣”。其实这一
思维逻辑是颠倒混淆的。究竟是网

红带“红”了产品，还是网红本身在
“蹭”产品的热度？是网红成就了产
品，还是产品成就了网红？这一前
一后的逻辑，本地群众心里明白得
很。顶多，说是相互成就吧。

二是喜欢自我标榜。在农村
群众心目中，乡村带货网红无非就
是一个生意人，一个在网上推销叫
卖地方农特产的商人，只是其行为
方式和经营手法比普通农民更高
明更时尚，其行为本质还是谋生、
赚钱。但现实中，带货网红却喜欢
把自己标榜得异常高大上，把卖东

西说成是推介产品，把声嘶力竭的
叫卖说成是不遗余力的品牌打造，
把赚钱营生说成是热心助农和为
民服务。正当手段营生，利己利人
赚钱，这是光彩的事情、快乐的事
情，但毕竟与“高尚”还是存在差距
的。过度拔高自己，反而容易引起
别人反感。

三是存在暴利嫌疑。任何一
档当季的农产品，其市场行情、收
购价位如何，本地人特别是生产的
农民，心里时刻清楚得很。你从农
民手里进货多少钱、卖给消费者多

少钱，本地人“心中有数”。现实
中，许多带货网红却不怎么厚道，
转手高利的行为普遍存在。其高
利行为一旦遭消费者嫌弃，也就触
犯了生产者的利益，被视为坑农行
为。这种行为与带货网红原本标
榜的助农为民就大相径庭了。因
此，首先群起而攻之的往往是农
民，是熟知其底细的本地人。

只有红而谦逊，低调做人，厚
道从商，薄利多销，诚信经营，才是
乡村带货网红走得更高更远的基
本行为和准则。

乡村带货网红缘何易遭“围攻”
陈子楷（信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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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餐厅同一菜品，在包厢和大堂点单时却显示不同
的价格，这种“阴阳菜单”着实让消费者难以接受，但现实中
这样的商家屡见不鲜。杭州一家知名餐厅近日被质疑“阴
阳菜单”，餐厅经营者的解释是相关菜品虽然菜名一样，但
包厢和大堂的菜单和菜价不互通，相关的菜品食材、质量以
及分量均有区别，因此价格有所不同。这样的解释似乎有
一定的道理，但此举不但会引起消费者不满，还涉嫌违反相
关法律法规，可能承担相应的行政及民事责任。（新闻来源：
北京日报）

初看同一家餐厅，相同的菜品，在大堂和包厢里的价
格却大相径庭，确实让人不懂。但细想，由于包厢和大厅的
就餐环境不同，档次不同，追求不同，因此定价也就有所不
同。其实现在大多消费者吐槽的并不是“阴阳菜单”里价格
不一致，而是一种知情权。只要餐厅能够在消费者消费前
及时告知和解释，在菜品上明码标示清楚两者的区别，确保
包厢的消费质量，相信消费者也是能够理解和接受的。

 






















据茂名日报报道，最近我市召
开专题会议，研究海洋牧场建设工
作。市委书记庄悦群强调，现代化
海洋牧场建设是落实粮食安全战
略、践行大食物观的重要举措，是修
复海洋生态环境、增殖渔业资源、实
现海洋农牧化的有效途径，对促进
茂名海洋经济转型升级、推动农业
由大转强具有重要意义。

茂名海岸线长182.1千米，40米
等深线内海域面积 4300 多平方千
米，海洋自然资源禀赋突出，水质环
境和气候条件优良，建设现代化海
洋牧场的条件得天独厚。茂名在依
托丰厚的海洋资源，推动建设海洋
牧场时，要切实抓住生态、精准、智
能、融合这四个关键。

抓住生态这个关键。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要高度重视海洋生态文

明建设，加强海洋环境污染防治，保
护海洋生物多样性，实现海洋资源
有序开发利用，为子孙后代留下一
片碧海蓝天。”推动建设海洋牧场，
茂名要坚持“生态保护优先，自然修
复为主”的理念，通过对传统渔业做
减法，对生态修复做加法，在建设的
同时，要注重修复渔业资源衰退、近
海环境污染等突出的海洋生态破坏
问题。如被誉为“海上塞罕坝”的河
北省唐山祥云湾国家级海洋牧场，
参照了历史上渤海沿海曾广泛存在
牡蛎礁、海藻场和海草床等典型生
态系统，投入大量资金开展了贝礁、
藻场建设，区域性修复了海洋生态
系统、恢复了生物资源，推动实现了
海洋资源永续利用，成为了海洋牧
场建设的中国样本。

抓住精准这个关键。海洋牧场

不仅仅是一个新的模式，更是一个
新的业态。从根本上看，建设海洋
牧场相当于构建一个个健康稳定的

“人工+自然”的生态系统，也就是
要通过充分利用现有的资源、科技
等要素以及自然的生产力，打造一
个个可以依靠精准捕捞来维持其平
衡发展的可持续的人工渔场。为
此，茂名要突出规划引领，通过深入
实地调查研究等方式方法，精准把
握当地海洋牧场适合养殖的鱼类、
甲壳类、贝类等，解决“哪里最适宜
布局、怎么样实施”的关键问题，统
筹岸线、海湾、港口、航线等要素，进
一步把发展目标、发展理念、发展路
径精准化，以精准化的顶层设计来
驱动海洋牧场建设。

抓住智能这个关键。科技是第
一生产力，要依靠科技加强品种培

育、设备研发、科研平台建设，推动
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政
策链深度融合，推动海洋经济高质
量发展。一方面，要加强科研支
撑。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凝聚多方
力量，引导企业和科研机构等社会
力量加强科研攻关，突破关键技术
瓶颈，共同推动现代化海洋牧场建
设。另一方面，要通过推动信息化、
智能化体系建设，构建监测、评价、
预警、预报、溯源、管理全方位智能
化体系，推动海洋牧场发展智能
化。如山东省通过布设高精度、多
参数立体观测站40座，建设综合管
理中心、数据分析中心等功能区，打
造了现代化海洋牧场综合管理平
台，实现了各级渔业主管部门与海
洋牧场间的信息联通，以及对海洋
牧场生态环境、生物资源、生产运营

等实时数据的科学监控，并依靠数
据的综合分析结果，指导海洋牧场
生产、支撑海洋牧场决策，大幅推动
了山东省海洋牧场的高质量发展。

抓住融合这个关键。一是要推
动空间上的拓展与融合，实现集约
化精准养殖场、滩涂生态农牧场、浅
海生态牧场和离岸深水智慧渔场的
融合发展。二是要带动产业集聚与
融合发展。要坚持培育扶持和招大
引强并重，以龙头项目引领、产业链
上下游联动等方式，组建“大渔带小
渔”联合体，带动形成产业集聚效
应，并通过围绕养殖、加工、物流、销
售等产业链，进行补链延链强链，推
动一、二、三产业加快融合发展。三
是要促进产业多元化融合。要把海
洋牧场建设与高标准建设中国第一
滩、晏镜岭等特色景观融合起来，推

动水产养殖、精深加工与旅游、文化、
康养等深度融合，建设集生产、观光、
垂钓、科普等于一体的现代化渔业综
合体。如山东青岛鲁海丰国家级海
洋牧场，按照“投礁、放鱼、钓船、海
岸、服务”五配套的工作思路，以特色
文化和生态旅游体验为主线，形成

“一心两翼”的总体布局，打造集休闲
渔业、海上运动、滨海度假、体育竞技
相结合的休闲海钓旅游场所，大力提
升了海洋牧场综合效益。

茂名要依托禀赋独特的海洋资
源，把建设海洋牧场作为落实“百千
万工程”、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
手，高标准谋划发展独具茂名特色
的现代化海洋牧场，加快把海洋资
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打造茂名
高质量发展的“蓝色引擎”，推动茂
名向海而兴、因海而富、依海而美。

抓住关键建设现代化海洋牧场
汤杰华（化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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