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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新闻，想侃侃一本书。新闻是近
期的热点，也就是网红城市的崛起；书却写
得挺早，2007年4月出版，书名为《城变——
一个中国传统城市的细胞再造》，其所讲述
的故事更早，始于2003年。而无论是当今
网红城市的主要代表，还是曾经那本书的
主角，都有同一个名字——成都。

应当说，网红城市崛起正是当下互联
网背景下的城市发展新浪潮。重量级媒体
中，7月7日新华社有报道《这些中西部城
市咋就成了“网红”？》，7月17日人民日报
有时评《“网红城市”如何“长红”？》，各类剖
析、解读的文章也颇多。无疑，这是城市积
极运用新媒体讲好城市故事，同网友自发
传播形成共振效应，实现了城市品牌的海
量传播；从根本上说，也是城市高质量发展
的必然。

但问题要看得深，不能只有现在时，还
需看看过去时。所以，推荐《城变》。2003
年6月20日，成都市与国内顶尖级策划机
构王志纲工作室签订《关于大成都城市发
展与经营战略纲要》的委托协议。书中如
是写道：“此时的成都就像是一锅温吞水，
工作室就是要在这锅温吞水下面再添上一
把柴火，使得这锅水沸腾起来。”

其后的故事挺长，内容也极丰富。简
单说几点。其一，成都的城市定位浓缩为
八个字——“西部之心、魅力成都”；其二，
成都的城市软实力核心亦锁定八个字——

“传承古蜀、演绎时尚”；其三，书中第三部
分《骨子里的中国——成都启示录》有如是
话语：“成都有长达千年的休闲氛围、传统
习性，当它只局限于自我消费的时候，是慵
散、无能、颓废的代名词。当我们把它钩
沉、展现出来，给全中国、全世界消费的时
候，却是一锅全球不可多得的千年老汤。
这是靠工业化打造不出来的，是靠时间积
累的。伴随中国在世界的崛起，谁真正具
有中国之‘魂’、中国之‘根’，谁真正能够在
自己的区域和城市中把这个‘根’和‘魂’挖
掘出来，并渗透到骨子里面去，谁就能成为
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备受青睐和关注的对
象，就能脱颖而出，具备持续竞争力。”

再看当今，现在成都的那些网红景点、
网红店、网红故事……又有哪个逃脱得了
上述几点的架构意涵。

其实，作为另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居住
者的我们，并不羡慕成都的网红。但我们
羡慕，成都找到了他们城市的“根”和“魂”；
我们更羡慕，成都将这个“根”和“魂”与时
代发展的变迁和需求有机地融合了。我们
亦启示，一座城市的固有传统、文化、习俗
和风气，可能曾被定义成好或坏，解读为有
利于经济发展抑或不利于城市进步，但换
个角度看，这完全取决于我们后人的再发
掘、再整合；我们更启示，16年前的战略策
划，即使执政者几经更迭，16 年来成都能
始终执行、一直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

今年4月，成都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
城市首店和特色小店的实施意见》，提出了

“两店经济”新思路：招引发展行业内具有
影响力和代表性的全球首店、亚洲首店、中
国（内地）首店、西南首店、成都首店，创新
商业模式和经营业态的全新旗舰店、概念
店、体验店、定制店；培育提升蕴含天府文
化、展现工匠精神、承载城市记忆的特色小
店。

成都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如是解读：
以招引城市首店和培育特色小店为具体路
径，通过打造生活化的消费场景以及体验
式的消费模式，将“两店经济”壮大为扩大
居民消费、引领消费升级的全新增长点，全
面推动成都建成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7 月 12 日，由高德地图、每日经济新
闻、成都市服务研究院联合主办的“小店雕
刻城市印记·2019 寻找百家成都特色小
店”活动正式启动。两则新闻的背后，我们
又看到了什么？互联网、文化传承、成都记
忆、消费经济、全民创业万众创新……当然
还有16年前的那个故事在16年后依然继
续。

“网红”之前有故事
□ 华 翔

一天
多节课
学生暑期
奔波各类兴趣班

不盲目跟风
让孩子在课程中提高综合素质

我们到底该如何看待暑假期间家长与孩子因为各
种培训课程忙碌奔波的社会现象？

市实验小学副校长王燕彬说，首先应该肯定的是，
这一现象反映了社会的进步和家长教育意识的增强。
因为社会的进步，所以出现了各种培训机构来满足家长
日益增长的、和个性化的需求，而且经过对培训机构的
治理，这个行业也在日渐规范。

但她认为，不少家长还是存在盲目跟风的现象。他
们对培训课程的选择、时间的分配不够合理。参加的课
程如果不是孩子真正感兴趣的或是需要的，其实意义并
不大。整天奔波于各种培训课程之间，孩子得不到应有
的休息、娱乐，也得不偿失。

“孩子的暑期培训课程可以简单地分为两类：兴趣
爱好类，如舞蹈、乐器、绘画等；学科课程类，如语文、数
学、英语等。”她表示，一般来说，孩子
年纪越小，兴趣类课程所占比重越大；反 之，孩子年
纪越大，年级越高，学科类课程会
逐渐增多。如果选择得当，小
课内容确实是孩子喜欢的，
那么培养一两样兴趣爱
好，张扬个性，掌握特长，
对孩子全面发展是有积
极意义的。学科类课程
的选择，应针对孩子的薄
弱点利用假期查漏补缺，
或是对孩子的优势学科进
行拔高、拓展，这些都是有益
的。但是，单纯的提前学习、“抢
跑”，她认为没有必要。

网络课程发展迅速
优质教育资源将得到更广普及

值得关注的是，除了面对面地实地授课，如今，在家
就能学习的网络课程也有了越来越广的普及度。采访
中，有些孩子除了实地上课，还会在家进行网络课程学
习。网络课程可以与老师实时视频通话，例如英语外教
课程，全程可以和外教老师英文对话。

与网络课程相比，面授课程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比较
多，家长必须送孩子到上课地点，路上用了很多时间，有
时候为了兼顾多门课程，上课时间会安排得很紧密，孩
子几乎没有喘息时间。此外，有些辅导班是大课，孩子
虽然在上课，但是很容易走神、开小差。相比面授课程，
网络课程除了在时间、地点上更加便捷，孩子还可以根
据自己的节奏进行学习。

王燕彬认为，通过近年来的发展，特别是学科类的
网络课程，很有可能在将来逐渐取代奔波的面授课程。
网络课程节约时间、节约成本，还能让优质的教育资源
普及得更加广泛。随着各种技术的增新，相信网络课程
的学习气氛也会越来越
接近面授课程，届时也会
满足越来越多家长和孩
子的需求。

谁谁““解解””暑期奔波苦暑期奔波苦
本报记者 王 露

“我的儿子一天4节课，每节课都在不同的地方，相
当于我们家几个人每天要接送他8次，真的是很累。”市
民黄先生在暑假开始前就给自己的儿子鹏鹏报了课外
班，“课外班虽多，但他自己都愿意上，也都很喜欢。”黄
先生说，这4节课包括数学、语文、美术和钢琴。

于是这个暑假里，鹏鹏每天都在不同的培训班之
间奔波：9：30到 10:15是钢琴课，13:30到 15:30是数学
课，15:50到17:20是美术课，18:30到20:30是语文课。

黄先生说，孩子每天比上学的时候还辛苦，家长跟
着也很累。他说，自己和孩子妈妈都是比较开明的父
母，并不愿意给孩子太大的学习负担，暑期前原本不想
报太多班。但是钢琴和美术是孩子一直在学习的，数
学和语文刚好又是他的薄弱环节，不利用暑期时间跟
上，等到开了学再也没有其他时间再补了……

鹏鹏的妈妈本人就是文字工作者，一度想自己在
家为孩子辅导语文，可感觉小朋友在家里并不能专注
学习，最终还是只能给他送去补习班。“中午的时候送
他去爷爷奶奶家吃饭，有一天孩子自己跟奶奶说，他从
早上 8点半出门，直至晚上 8点半才回家，比大人还要
累。”黄先生笑着表示，现在的孩子确实累，可他们也没
办法。

面对这庞大的兴趣班体系，和孩子一样累的还有
家长，除了负责接送，各个兴趣班、辅导班的费用也不
便宜。不管在体力上、经济上还是精神上，家长都承受
着一份不小的压力。

暑假，是孩子们每年最期盼的日子。
然而近年来，孩子们的暑期生活似乎正变
得越来越不轻松。

作文、奥数、英语、书法、钢琴、网
球……稍稍留意就能发现，各个培训机构
的暑期课程名额，在7月已陆续爆满。如今
的暑期已变成孩子们的“第三个学期”，与
他们共同奔波的是负责每天转场于各个培
训中心、负责来回接送的家长。

孩子是不是一定要上兴趣班、辅导
班？这些课程有没有给
孩子带来提高？谁
能解决暑期中家
长和孩子顶着
高温来回奔
波的辛苦？

不上课心慌
家长学生不拒绝补课

家长孩子都很累？有没有可能不要随波
逐流，让孩子拥有以前那种轻松自在、快乐无
忧的暑期呢？

“说起来容易，真正到自己身上就难了。
别人家的孩子暑期都在上课，你不上就会心
慌，感觉自己对孩子不负责。”市民许女士说，
她也不想让孩子、让自己这么累，但是大环境
如此，在高考的指挥棒下，没有人敢松懈。她
的孩子暑期中有 5门课，包括数学、英语、围
棋、书法，以及一门网球课。每一门都是精心
挑选的，也都是经过孩子同意的。

许女士说，其实孩子不上课，也未必能获
得想象中那种无忧的童年。根据以往经验，
孩子在家会很无聊，每天只能玩玩电子产品，
甚至会产生落差心理，因为她所有的朋友、同
学都在上课，每个人都在进步，她在家只有爷
爷奶奶陪着她。而参加一些兴趣班，她可以
学到一些特长，同龄人之间有着共同的话题；
参加一些学科辅导班，她可以提高成绩，开学
后的学习会更加顺利自信。

“就拿网球来说，刚上了两节课，孩子就
特别喜欢，她的好朋友也觉得会打网球很厉
害，这就会让她觉得很骄傲。”许女士介绍，课
程基本都集中在 7月到 8月上旬，8月中下旬
时就是旅游季了，这时候孩子们就可以抛掉
学习，好好享受假期。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暑期课程虽然很辛
苦，但大多数孩子确实不反感上小课，上进心
强的孩子还会主动要求参加暑期培训。不过
采访中，有部分家长承认自己有攀比心理，看
见别人家的孩子报名参加培训，不给自己孩
子报就不安心，有些课程也会说服孩子去
学。甚至有一些家长会顾忌别人以为是自己
家庭经济拮据才不给孩子上小课，更是要把
课程报满。

“孩子现在的课确实多，但是从另一个角
度来看，这一代孩子们的综合素质确实提高
了很多，一代更比一代强。”采访中，一名培训
机构的乐器老师说，在现有的素质教育大环
境下，大家只能适应。需要反思的是，大家如
今一味地追求进名校，会不会对孩子在其他
方面的特长有所疏忽，对蓝领等一些职业存
在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