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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印度新冠仿制药在国内被爆炒。然后，媒体持续
追问，却额外发现了一个意外的回答——印度的仿制药生
产其实是从中国“取经”。

公众号“最华人”文章《炒到7000一盒，印度新冠仿制
药却被曝造假：为啥买不到中国的？》中如是写道：20世纪
70年代，中国的医疗工作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辉煌
成绩。新中国成立后第十年，基本消灭鼠疫以及霍乱；60
年代基本消灭血吸虫病，并让肆虐中国上千年的天花彻
底绝迹。同为人口大国，又同样被各种传染病折磨的印度
对此十分羡慕，专程派遣医疗系统官员来华学习。客观上
说，当时中国的策略非常简单粗暴，考虑到让老百姓能够
吃得上最基本的药，曾以各种形式仿制了各类抗生素和
青霉素药物。这本是中国为了解决当时人民群众缺医少
药困境的无奈之举，却让喜出望外的印度人有样学样，从
此走上了仿制药物的“康庄大道”……经过40多年的疯狂
发展，印度仿制药成为全世界第一，也逐渐走向了规模
化、正规化的道路。

印度的这番“取经”故事，却让人想起了另一篇关于印
度的文章，公众号“吴晓波频道”近日刊文《“抄袭”中国，越
南抄的是皮，印度抄的是根》。文章开篇即是——“如果说
越南的‘革新开放’是全面照搬中国的‘改革开放’，那么印
度自身的天赋和整个产业发展思路，都能看到中国的影
子。”摘录文中一些言语——印度正在走中国通过进口替
代崛起的老路。继“进口替代”之后又开辟了一条战略路径，
即“自力更生”，扶植本土的制造业冠军，以减少对中国等国
的依赖。“自力更生”曾是新中国建设时期的基本思想。印度
敢于提出“自力更生”的底气，在于拥有较完整的基础工业
体系。印度网民激增，目前已超过7亿。预计在2025年，印度
网民将突破8.5亿……和当年中国一样，网民的激增意味
着数据资产的爆炸，带来的是互联网、硬件设备等相关产
业的创投热潮。事实证明，先立足于重工业和资本密集型
的基础工业，再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外向型经济，最后向高
科技领域冲击，中国已经提供了成功范式。最后，是让人感
受最深刻的一句话——“从重工业到轻工业，从高新技术
到IT服务业，你可以说印度发展得有些跛脚，嘲笑它的航
母是拼起来的，但至少它能站着。‘有’和‘没有’，就是两条
完全不一样的发展路径。”

印度的事，离我们有些远。但学习别人家经验这个事，
却是我们常常要干且必须干好的事。那印度的“取经”故事
与“抄的是根”就颇值得我们再学习了。

自己不会干或者干不好，抄隔壁好同学的作业，颇有
些“画虎”的意味。但现实是，画得好的，往往不多，更常见
是——在别人家是虎，自己一笔一画描过来，却成了犬。琢
磨这个中差别，恰是那句老话——画虎画皮难画骨。这

“皮”是外在的，是给人看的，也是容易描的；这“骨”，却是内
在的，是用来“站着”的，却是不易画的。因为，“伤筋动骨一
百天”，一来时间长，急吼吼的人等不来；二来养“骨”期间，
或许会“跛脚”，可能受“嘲笑”，不坚定则守不住。但终究，这

“骨”，“‘有’和‘没有’，就是两条完全不一样的发展路径”。
也在想，这“骨”，到底是什么？却在近日广佛地区人民

怀念前广州市市长黎子流老先生的文章中找到了一些答
案，即讲真话、敢做事。讲真话，方能真正看清世界、看准问
题、看见规律，方能真正知道那虎为何是虎、那犬因何成犬。
敢做事，不落笔，何言画；闯与干，试与创，敢字当头的话，已
无须再言。

且看黎子流老先生的讲真话。刚到广州当市长时，他
就批评广州“自高自大，盲目自满”，他还直言“广州放下架
子之日，就是经济起飞之时”。看到士气低迷的广州，黎子流
用一个比喻来形容，那就是玻璃罩子盖苍蝇，什么意思呢？
就是“前途一片光明，但找不到出路”。黎子流没有给省城官
员面子，直言广州这是固步自封、是守旧。真话之后，黎子流
开出的药方是，放下架子，向珠三角小兄弟学习。

再看黎子流老先生的敢做事。在顺德干县委书记时，
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开，就公然结交“香港资本家”。在江
门当市委书记时，干成了两件至今被人称赞的实事，一是修
建外海大桥，另一件创办五邑大学，这在当时都是极具想象
力、极需魄力的事情。在广州，也干成了两件众所周知、极其
艰难的实事，解决民生用电与修地铁。甚至，为了解决民生用
电这个问题，黎子流立下军令状：“一年之内解决不了民生用
电，不用开人大常委会罢免，我自己走，告老还乡。”

也唯有这样的“骨”，方能虎气威威，方能干事成事。画出
这样的“骨”，即使画不成虎，豹或彪，同样也是林中之王啊！

画虎须画骨
□ 华 翔

线下选购 内容丰富

线上采购 方便快捷

现 在 点 开 手 机 上 的 电 商 购 物
APP，各种年货推荐扑面而来，特色
年货，年味十足。爱网购的王小姐，
早早的选好年货，在各家电商年货节
期间各种下单，享受满减优惠。除了
给家里长辈选购了健康产品，给自己
和孩子购买了零食、甜点外，她还为
父母提前购买了预制年夜饭。

“500多元的预制年夜饭礼盒，包
括了 10多道菜肴，冷菜、热菜、点心
一应俱全，荤素搭配，感觉很丰富。
父母忙碌了一年，有了这样的年夜饭
礼盒，他们可以少忙一点……”王小
姐说，这样一来，不仅父母的压力减
轻了，而且足不出户也能享受到饭店
水准的美味佳肴。

“上班族”吴女士表示，自己单位
的工作春节前比较忙，没什么时间上
街购物。“感谢网络，白天动动手指，
下单买货，晚上回到小区的快递点，
就能收获满满，真的很方便！”新年的
衣服、包包，吃的点心、零食，送给
亲人的礼物，她都是网络下单，方便
又省钱。

同时，一些网络直播平台也推出
了各式年货直播，熏腊肉、灌香肠、
杀年猪，人们可以通过网络跟着深入

田间地头，看到农家产品的制作过
程，选择自己心仪的特色年货。

如今，年货的范围早已不局限于
食物，家用电器、电子设备等成为置
办年货的新选择。张先生近日网购了
全新的消毒柜、空气净化器。“新年新
气象，家人的健康和安全还是第一位
的，正好趁着年货节的优惠，提升全
家人的安全感和幸福感。”

记者了解到，1月 10日，某电商
平台发布“2023年货消费趋势报告”，
在商品选择上，以老字号为代表的国
产品牌焕新和复兴成为年货消费的新
趋势，消费者在品牌选择上日益回归
理性，价优物美的国产消费品牌超过
进口产品，获得消费者的青睐。

在送礼方面，“送岳父”“送妻
子”关键词搜索均上升300%；千元化
妆品礼盒销量上涨 40%；超四成用户
在搜索“送儿童”后购买了 3件以上
的玩具。另外，还有超六成 70后搜索

“回礼”关键词。
在新年大扫除方面，有数据显

示，家庭清洁用品搜索量同比增长
60%。当下人们防护意识加强，带有
除菌消毒标签的清洁用品销量增幅超
六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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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想做多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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寸土必争的镇江
地图学家洪懋熙

走进山水

市负责人潘小东介绍
说，以菠菜为例，从
去年 12 月中旬开始，
每天 150 公斤，保证
稳产，保供不断档。
作为政府的平价菜供
应平台、市发改委确
立的价格调控网点专
柜，万方超市每天至
少 选 择 15 个 蔬 菜 品
种，低于市场指导价
格 15%供应给市民，
如：大白菜每 500 克
0.59元，水萝卜每500
克0.79元。

我市一些酒店推
出了年夜饭礼包和点
心礼包。在天慧园酒店，一进店门，
记者就看到左侧堆满了年夜饭礼包和
点 心 礼 包 ， 不 断 有 市 民 进 店 选 购 。
这 里 的 年 夜 饭 礼 包 价 格 从 688 元 到
1088 元 不 等 ， 包 括 了 镇 江 特 色 的 肴
肉 、 红 烧 狮 子 头 等 ， 可 以 满 足 不 同
消费需求的顾客。

不少饭店还在积极筹备线下年夜
饭。味宜中酒店负责人表示，日常运营
中，酒店依旧每日消毒，要求工作人员
全程戴好口罩，为消费者提供一个安全

放心的节日就餐环境。
龙景国品酒店负责人张学明告诉

记者，今年年夜饭的预订出现了大幅
波动的行情，“去年 12月之前，几乎预
订满了，之后，出现大规模退订潮，
只剩下 30%的预约客户。今年 1 月开
始 ， 预 订 上 涨 ， 目 前 回 升 至 60%-
70%。”这样的情况，给酒店预备菜肴
和安排到岗员工，带来不小的困难。

“酒店正在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
应对春节期间的正常营业。”

计划外出 自驾偏多

随着疫情防控措
施的变化，很多市民将
春节期间外出旅游看
做给自己和家人的“年
货大礼”。

市民吴先生一直
是自驾爱好者，这几年
甚少出门，进入腊月，
他就开始邀朋唤友，计
划春节期间的出游。

“目 前 是 约 了 4 个 家
庭，3辆车，冬天往温暖
的地方跑，我们打算自
驾去海南，感受海风，
品尝海鲜。”

市区一名旅游从
业人员表示，前两年因为疫情原因，人员
流动大幅受限，有的人已经两三年没有回
老家过年了，今年国内出行，政策上已不
受限制，这部分人应该属于春节出行的

“刚需”。国内出行，三亚、云南、广西、福
建较为热门。“出境游也有松动，目前，南
京、上海都有前往普吉岛的航班，北京甚
至出现了马尔代夫春节包机，海岛游是最
早恢复的……”

记者采访了某旅游电商平台的负责
人，根据他们目前预订数据显示，今年春
节假期预计将于 1月 18日开始逐渐进入
出游高峰期。春节假期出游用户中，80、
90后继续承担着旅游消费主力的角色，
占比分别为39%和35%。性别方面，女性
用户的占比达 56%，“可能是女性用户更

热衷于通过旅行的仪式感迎接新年。”
在春节假期出游用户中，72%的用户

选择跨省出游，本地游、周边游用户占比
则为 28%。春节假期跨省游将重新回归
消费主导。出游天数方面，更多用户选择
了 5-6天的出游行程，占比为 31%，其次
是 3-4天的行程占比为 28%。跟团游市
场也迎来了加速恢复。

记者了解到，出于个人防护及安全考
虑，自由行以及自驾游，在春节出游的市
民中，占了较大比重。

（摄影 谢 勇）

天慧园酒店推出年夜饭礼包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谢谢 勇勇

兔年的脚步越来越近，市民们又开始为
置办年货忙起来了。“忙年”是过春节的大
事，是一种习惯，也是人们表达辞旧迎新的
方式。

连日来，记者探访节前市场，市民有的
线上下单“扫货”，有的线下商场超市抢购，
还有的计划外出远行。在疫情的阴霾渐渐
散去的同时，各式各样的年货，承载着人们
迎接新春的喜悦。

迎接春节迎接春节，，市民多种形式忙过年市民多种形式忙过年

在王家巷菜场，前来订购包子的市
民排起了队。邵奶奶表示，自己是每年
都来这里订包子的，“今年订了 160个，
有肉包、菜包、萝卜丝包。除了老两口
吃的，还给孩子们准备一些。”

在中营菜场的一家肉铺摊位，高女
士正在灌制香肠。她说，我是这家的
老客户，今年已经是第二次来了，肉
可以现挑现选，现场切块、清洗、绞

肉、灌装……全程看得见，比较放心。
“第一次来时，猪肉价格是每 500克 20
元，加工费每 500 克 4 元，我买了 260
元。这次打算再买 400元，给亲戚朋友
再送一些。”摊铺万老板说，最近每天都
要接待10多位灌香肠的客户。

“我们今年和丹徒区曲阳蔬菜基地
合作，菜农在采摘新鲜的蔬菜后，集中
装箱，送至各万方超市销售。”万方超

万方超市的蔬菜价格调控专柜

市区一家门店销售的对联和福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