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国际上，人均 GDP 是衡量发展
水平的主要指标之一，许多发达经济
体的 GDP 总量可能一般，但人均必定
是排名非常高的。近日，2023 年上半
年人均 GDP 前 20 城市榜单出炉。我
们的城市赫然在列，以81785元位居第
15名，领先于宁波、杭州甚至广州。如
果剔除资源型城市，镇江甚至能够进
入全国 10 强。在这个数据榜单上，
2022 年，镇江是 16 位，2020 年，镇江第
17 位。从这个角度讲，镇江始终在努
力，一直有进步。

于是，突然想起查一查镇江城市
GDP历年来的排名位置。

1984 年，江苏省地改市后的第一
年。这一年的全国经济GDP城市排名
中，镇江以 49.5 亿元位列江苏第 10
名。那一年，江苏城市前九名分别是——
无锡145.8亿、苏州127.6亿、南京112.4
亿、南通 103.9 亿、扬州 99.9 亿、常州
90.4亿、徐州72.6亿、淮阴67.5亿、盐城
64.4亿。

光阴流转，近 40 年后，2022 年，镇
江城市GDP增至5017亿，江苏排名依
然第 10 名。这一年，前九名江苏城市
依次是——苏州 23958 亿、南京 16908
亿、无锡 14851 亿、南通 11380 亿、常州

9550亿、徐州8458亿、扬州7105亿、盐
城7080亿、泰州6402亿。

数据查完，一种感觉油然而生。听
多了民间舆论的种种论调观点，还真是
不查数据不知道，40年前，镇江竟然只
有第10名，而40年后，镇江居然还能在
第 10 名。于是，颇想说一句话——40
年前的镇江，没你们想象的那么强；40
年后的镇江，也没你们所说的那样弱。

这个“稳”，镇江的一个当家产业的
发展可以作为证明。

镇江的船舶海工产业，历史悠久、
体系完整、特色鲜明、优势独特。镇江
船厂 70 多年累计创造 56 项“中国第
一”，江苏科技大学前身是1953年建立
的新中国第一所船舶工业学校上海船
舶工业学校，船用中速柴油机、螺旋桨
等 6 个产品市场占有率长期保持全国
第一……但或许正是因为家底厚着呢，
我们在产业发展与扩张上也不急不
慌。而与此同时，江对岸的三座城市，
扬州、泰州、南通，却“急”得很。他们在
世界航运市场低迷、传统造船业遭遇重
挫的周期中逆境突围，主动向高技术船
舶、大型海工装备、特种船舶、豪华邮轮
等高端产业迈进。特别是泰州靖江，于
上世纪 90 年代，瞄准 1 万至 5 万吨“大
厂不愿造，小厂不能造”的市场间隙，错
位发展，踩出了一条靖江船舶特色发展
之路，奠定了全国地方船厂“领头羊”的
地位。再然后，三座城市同心同向同
力，共同打造的“通泰扬海工装备和高
技术船舶集群”成功入选国家级先进制

造业集群。
我们船舶海工产业的家底依然在，

而且也依然颇具影响，也所以，船舶与
海洋工程装备产业链融合发展大会会
放在镇江召开。但我们终究错失了进
入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的机遇。琢
磨一下，这个产业的发展，多少与我们
城市的际遇有些相仿。

事实上，“争”、“争雄”，是市委书
记马明龙一直强调的我们城市当有的
气质。

2021年4月，马明龙就邀请张家港
市委原书记秦振华来镇江作专题报告，

“张家港精神”的一个标志就是“敢于争
先”。2021年12月，马明龙来镇江后的
第三篇千字文《风骨傲然 英雄当时》，
文中即言：“我们涵养英雄之气，更应拥
有争雄之志。我们坦然直面命运，更当
毅然扛起使命。”2022年2月，新春第一
会，提笔落“争”字，全市产业强市暨优
化营商环境大会发出虎年动员令，号召
全市上下城市争雄、产业争强、环境争
优、齐心合力共争光。

江对岸的扬州，此刻也正处在一个
“不能甘当中游、甘于平庸，要冲破‘居
中思维’羁绊，在时代潮流中抬高标杆、
找准定位”的状态改变之中。

今年 5 月召开的扬州 2022 年度高
质量发展总结表彰大会上，扬州市委书
记王进健表示，今年是扬州的“发力奋
进年”，要向第一看齐、向一等看齐，不
能有“居中思维”，要在比学标杆的过程
中努力成为别人的标杆，在赶超榜样的

过程中努力成为别人的榜样。“要担当
实干，不做坐而论道的‘清谈客’，而是
要争做起而行之的‘实干家’，不拖拉疲
沓，要雷厉风行，要‘说了干、定了干、马
上干、干到底’。”而后，《扬州日报》近期
频频在头版刊发评论文章，呼吁要“走
出舒适区，告别‘温吞水’”“耻于居中，
力争上游”“让扬州既好看又好胜”……
同时在头版开辟了“冲破居中思维”专
栏，报道各区县板块摒弃“居中思维”、
勇争一流的做法，营造求新求变、比学
赶超的浓厚氛围。

扬州这么“急”的原因是，在区域竞
争日趋激烈的当下，不进则退，慢进也
是退。向前看，第5名常州和第6名徐
州已渐行渐远；回过头，第 8 名盐城
2022 年经济总量只差扬州 25 亿元，随
时可能反超。“当前，苏南发展全速前
进，苏北发展全面提速，苏中城市加速
崛起，谁也无法‘躺平’，更无法‘躺赢’，
必须坚决摒弃‘中游心态’。”扬州日报
如是评论：“居中思维”是一种消极的精
神状态，表现为工作上“满足现状，只求
过得去”，“这样的精神状态，怎么能胜
任时代要求”。

以扬州的视角，再看我们的城市，
那个稳稳的第 10 名，包括人均数据的
排名，不同样是标兵渐行渐远、追兵随
时可能反超的情况吗？2022年城市人
均GDP，镇江155953元，紧跟其后的就
是扬州 155029 元。看来，我们要“稳”
得住，还真不得不“争”起来。

谈谈城市发展的“稳”与“争”
华翔

逛夜市不稀奇，逛“人才夜市”就是赶
趟的时髦事儿了。据我市媒体报道，8月
21日晚间，市人社局抢抓镇江籍大学生暑
期归乡契机，在苏宁广场一楼中庭举办“归
乡圆梦 共创未来”人才夜市活动，通过搭
建才企对接、购物休闲、乐享体验的服务
桥梁，力促更多镇江籍大学生归乡发展、
充分就业。从文旅等消费场景中注入“人
才”元素，开拓“人才”市场，这无疑给逐渐
升温的新“夜”态又注入了一层新意。

增强为城市揽才的意识，并付诸实际
行动，冲破传统招聘或推广模式，勇于跨出
这一步，这是展现使命与担当的一份可贵
的“敢为”。其实早在去年，从江大步行街
到八佰伴再到西津渡，我市就陆续在市、区
层面摆起了“人才夜市”。从市人力资源市
场管理办公室看来，近两年我市创新招聘
方式，点亮招聘“夜市”，常态化将招聘信息
送进各大商场超市，紧贴年轻人的实际诉
求，将招聘场景与夜生活场景融合，这样既
为城市夜经济带来新流量，又有利于求职
招聘与夜间经济的有机融合。

有了主动担当作为的初心、拓展为民
办事的思路、持续增强创新的意识、不断
丰富招引的形式，才能真正提升招才引智
的质效，所以，在做到“敢为”的基础上，还
应努力做到“善为”。夜市不只是干人才
工作的“摆摊点”，干反诈工作的同志们也
摆起了“反诈夜市”的摊点。所以，为招揽
人才摆的摊，得更加精准贴近找工作这一
受众，让众多路过摊点的人才真正愿意停
下脚步，了解自己感兴趣的岗位和待遇，
在茫茫人海中的这“惊鸿一瞥”遇见自己
心仪的“用武之地”。

戏画闲言

城市周报

有感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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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4 日，不顾国际社会强烈反
对，日本宣布正式开始将福岛第一核电
站的核污染水排放至太平洋，引发全球
广泛关注。一度，包括镇江在内的国内
一些城市出现了抢购食盐的现象，但在
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波“囤盐风”很快消
失殆尽，到了26日，我市各大超市的食
盐购买已经进入常态。

“囤盐风”没能成风，应对及时是重
要原因。一方面，在“囤盐”苗头刚起来
时，各大媒体及时发布我国食盐生产情

况。就我国食盐生产来看，食盐主要来
自井矿盐、海盐、湖盐，占比分别为
87%、10%、3%。目前市场上在售的食盐
大部分都是井盐，而国人食用的食盐大
部分也是井盐，海盐市场占比不高，让
市民对食盐的安全性有了足够的信
心。另一方面，各级新闻单位和政府官
方微信发布，在做好国家权威信息转载
落地的同时，还动员当地盐业部门积极
发声。针对食盐销售激增的情况，市商
务局迅速启动了17家超市食盐进销存
日报制度，确保各门店食用盐供应充
足。作为全省食盐供货主渠道的江苏
省盐业集团公司年食用盐生产能力达
150万吨，省级政府储备食用盐总量为6
万吨，可满足全省居民2个月的日常食

用盐稳定供应。这些当地权威信息的
及时发布，让市民对食盐日常供应没有
了后顾之忧。最后，相关职能部门还及
时打击市场炒作，第一时间稳住市场

“盐价”，让混水摸鱼、借机“炒盐”者没
有了生存空间。

近 年 来 ，受 少 数 不 良 自 媒 体 影
响，每到一些重要节点，总会出现各
种“抢购热”，疫情期间，就有人抢购
各种药品，最后又低价抛售。事实
上，仅“囤盐风”现象也不是第一次出
现，至今还有网民调侃：“疫情期间的
盐还没有吃完。”抢购是人们避免突
发情况作出的第一反应，代表了非理
性消费。以此次囤盐为例，不少人只
是片面听取一些自媒体“食盐防辐

射”的信息诱导，就开始自乱阵脚、盲
目跟风，不仅给自己的生活带来恐慌
和不便，也无形中给社会稳定增添不
必要的干扰因素。

当然，日本核污染水排海的影响是
真实存在的。至于如何应对，我们要相
信政府和权威机构发布的信息，做到理
性消费；同时做好自我防护，买商品时
不妨看一下来源或产地，去某些地方或
吃某些产品时可以更加谨慎一些。总
之，以后再遇到突发重大事件，我们由
衷地希望相关职能部门和主流媒体能
够继续通力配合，及时发布权威消息、
科学信息，广大消费者也能“经一事长
一智”，留一份清醒、多一些淡定，让

“囤××”的风潮能少一些、再少一些。

应对及时，“囤盐风”没能成风
辛平

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心理学家约翰·杜威
曾说过：尊重儿童的天性和尊严，尊重儿童未成熟的
状态。然而在素质高文明强的当下，一种“厌童”情
绪却悄然滋生在年轻人身上，并疯狂蔓延。

这个暑假，高铁上因儿童哭闹引发家长与年轻
乘客冲突事件持续霸屏网络热搜，暑期将尽，热度仍
不减。8月20日，网上再次出现类似事件，评论区也
是两极分化，有网友抨击现在的家长毫无素质，没有
管教好孩子，提出孩子哭闹要严管，部分网友甚至对
孩子恶语相向；也有网友表示对一两岁的孩子不应
太过苛刻，呼吁社会对孩子多一些包容。

现实很骨感，除了高铁，北京、深圳、云南等地诸
多商家已悄然制定了特殊进店规定：明确表示拒绝
12 岁以下儿童入内，更有甚者，公然在店门口写着

“店主厌童”。
生活中，绝大多数的儿童都有着这个年纪特有

的天真无邪和活泼可爱，我们本应对儿童多一些耐
心、倾听和理解。然而，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年轻
人对周边环境的要求也随之提高，在精致的利己主
义下，不少人遵从“严以律人，宽以待己”的处事原
则，打着“公德”“规范”的旗号，以成年人的标准要求
和评价儿童。

“尊老爱幼”的朴素道德观从未缺席过我们的成
长，它是社会和谐文明的支柱。虽然现在人们的生
活水平有了极大提升，但几千年来中国人骨子里的
尊老爱幼美德不能丢。我们要全方位、立体化、多维
度地巩固和深化对传统文化的宣传引导，让尊老爱
幼成为社会新风尚；同时，家庭教育不容忽视，对于
合理的批评和建议，家长们应认真倾听，加强孩子的
素质教育，培养孩子的自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面对社会变迁、人口结构、公共秩序等复杂因
素，我们也要充分尊重各个群体的不同诉求。加大
对社会公共建设的投入力度，如在公共场所设置“儿
童区域”，给儿童打造安心玩耍的空间；在火车上设
置“儿童车厢”和儿童活动设施等，以满足多元化的
需求，减少儿童吵闹给周围人带来的不适。

面对无良自媒体炮制的“厌童症”这一话语陷
阱，我们要善于识别它的“别有用心”。要正视和尊
重每一个社会群体存在的正当需求，少一些偏激，多
一些包容。同时，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有关部门亟须
建立高效的监管机制，严厉打击无良自媒体，还行业
生态一片清朗，为儿童成长提供适宜的政策和环境，
共同维护社会的健康和稳定。

《澎湃新闻》报道，农业农村部办
公厅近日印发“关于推进牛蛙养殖产
业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称，对“一刀
切”禁养牛蛙的不合理政策，各级农业
农村部门要积极推动予以纠正。

百度一下，得知“牛蛙，是蛙科、牛
蛙属的养殖水产品动物，鸣声很大，远
闻如牛叫而得名。最大个体可达2千
克以上”。“1962年6月29日，古巴政府
赠送给中国政府的一批（200 对共400
只）大型食用牛蛙，由养殖单位分别接
运到广东、江苏和上海等地进行饲
养。20世纪80年代，民间从中国台湾
引进福建，由此发展壮大，开始在全国
被大范围推广养殖。20世纪90年代左
右，牛蛙已成为中国水产养殖重要的
名特水产品之一。”

由此，牛蛙烹制的菜肴被端上
了普通中国人的饭桌，我们也就有
了 品 尝 美 味 牛 蛙 肉 的 机 会 。 也 因
此，牛蛙养殖业在大江南北广泛地
开展起来了。

不过，养殖牛蛙也并非始终一帆
风顺，譬如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在通知
中表示，“近年来，牛蛙养殖快速发展，
产量逐年攀升、市场需求持续扩大、产
业产值不断增长。但部分地区出现牛
蛙养殖尾水污染治理不到位、违禁药
物检出率偏高等问题，直接影响了牛
蛙养殖的健康发展，一些地区出现随
意停养、强拆，甚至‘一刀切’禁养牛蛙

的情况，严重损害了牛蛙养殖主体的
合法权益，各方反映强烈。”

天下许多事，总是有利有弊。大
凡于国于民利多弊少的事，当然可以
做，并力争在做的过程中兴利除弊，以
最大限度地为民服务。牛蛙养殖业，
也是如此。否则，许多事就会根本办
不成。例如，牛吃草会长膘，但也会放
屁；千百万头牛放起屁来，足以在一定
程度上污染大气，造成该地空气质量
的下降。但是若以此为理由，便下令
禁绝了全球的养牛业，而让人们再难
尝到牛肉滋味，却未免过于偏颇。

物极必反吧，农业农村部下达的
《通知》要求各地“不得超越法律法规
规定禁止牛蛙养殖”，“对‘一刀切’禁
养牛蛙的不合理政策，各级农业农村
部门要积极推动予以纠正”。如此依
据经济发展规律及时纠偏，方能确保
相关部门在安排规划进行管理时，不
致罔顾政策擅自乱来，而使农民失去
养蛙收入，使消费者难享食蛙口福。
有道是：

牛蛙也怕“一刀切”，禁养令下恐
绝迹；形式主义真可怕，误事殃民祸
不歇。

还好，这桩憾事终被农业农村部
人士察觉，果断发文要求纠正。这么
一来，牛蛙的“牛”叫声又能在各地乡
村响起，牛蛙的肉香味仍会飘漾于千
家万户餐桌之上，也算是众人有幸了。

牛蛙也怕“一刀切”
吴之如 文并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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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夜市到人才夜市，敢为又得善为
谭艺婷

8月21日晚，市人社局举办“归乡圆
梦 共创未来”人才夜市活动。

文雯 陆世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