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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春光好。打开微信朋
友圈会发现一个显著特点，很多人
都在各种赏花点打卡留念，人人都
在“花花世界”里笑靥如花。一时
间，各地的赏花攻略、赏花地图成了
热门话题。人们在争相走出家门、
拥抱春光的同时，也让各地赏花经
济火热起来。

镇江也不例外。过去一周，我
们的赏花大军涌进城乡各个角落，
最美公交赏花线路吸引人们争相打
卡，最美农村公路人头攒动，各大景
点精心营造赏花氛围，“赏花+文学”

“露营+围炉煮茶”“踏青+亲子”等
时尚新玩法让人眼花缭乱。穿着汉
服或特色服装在各大公园和景区打
卡的游客络绎不绝，徜徉花海，探索
自然。各赏花景点既刷新了“美誉
度”，也收获了“人流量”，生态“颜
值”正在加速转化为经济“产值”，让
这个春天变得热闹非凡。

但我们也清醒认识到，与先进
地区相比，镇江的赏花经济还有不
少提高的空间。一方面，各赏花点
各自为政、单一推荐的多，穿点成
线、集体推介的少，有亮点、无特点，
让人印象深刻、沉浸式体验其中的
赏花线路还不是太多，因此在游客
吸引上，总是以本地人为多，远程号
召力不足，不能吸引更多外地游客

来镇赏花。另一方面，“赏花+”做得
还不是太足，往往是以拍照、打卡为
主，最多再来一顿农家菜，与花相关
的创意产品不多，对消费的带动力
不强。这两方面的短板，造成赏花
经济规模上不去，形不成带动效应。

做大赏花经济还需要政府与社
会双向用力，加大创新力度，真正做
到以花为媒、以节会友，玩出新花
样，不断丰富游客游玩体验。既要
以形式多样的创新产品，把“一季春
花”变成“四季花开”，打造四季不落
幕的风景线，延长游客停留期才能
赢得“不断档”的游客；也要从空间
上拓展“赏花经济”的层次，进一步
延长“吃住行游购娱”的产业链条，
持续提升由花而生的附加值，因地

制宜精心设计旅游线路，将赏花踏
青与都市休闲、文化艺术、乡村度
假、山地运动、特色美食等相结合，
形成“赏花+”融合模式。这样既可
以拓展“赏花经济”的消费场景和消
费群体，也能让游客从单纯的“走马
观花”转变为沉浸式深度游，不负春
光，让他们说走就走，来一场与春天
的邂逅。

相约“上春山”，赏花经济火起来
朱浩

北固论坛

有感而发

时间过得很快，一转眼2024年一季
度已经结束。今年以来，各层各级干字
当头、从头抓紧、奋力拼抢，特别是在项
目建设方面展现了十足的“拼”劲，形式
多样的招商对接会层出不穷，各层各级
的招商小分队更是分赴大江南北甚至
走出了国门，优质项目签约的喜讯也不

断传来。当前，镇江春光正好，我们还
是要继续保持这股拼抢劲头，看准的事
情能多干一点就多干一点，能快干一点
就不要有丝毫懈怠，拿出“人人起来负
责”的精神状态，持续比学赶超、协同作
战、加压奋进，奋力实现首季“开门红”，
为全年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要保持事事拼抢、时时拼抢的精神
状态。一季度开好了头、起好了步，就
能掌握全年发展、争先进位的主动权。
时间不等人、任务不等人，必须排难而
进，用紧迫感体现责任感，坚决有力推

进各项工作。当前，不仅我们在拼，省
内各地都在拼，要想实现既定目标，在
城市竞争中赢得发展主动，我们必须跑
得更快、干劲更足、作风更硬朗，以“人
一之、我十之”的拼搏精神，以坚若磐石
的信念、只争朝夕的姿态、坚忍不拔的
毅力，团结进取、全力以赴，高质量完成
各项目标任务。

要保持人人拼抢、个个负责的浓厚
氛围。拼出“开门红”，是全体全员的状
态要求，没有旁观者和局外人。每个板
块、每个部门、每一个人都要拨快“拼”

的时钟，拿出“拼”的力度，工作多往前
排、进度多往前赶，特别是一些事关年
度目标实现的重要项目、重点工程等，
都要抢抓年头的时间窗口，能快则快、
质效并进，坚决打赢“开门红”这场硬
仗，为全年打基础，为发展蓄后劲。“拼
出开门红”的氛围就能搞得浓浓的。

大好春光不可负。让我们继续保
持热火朝天的实干氛围，锚定目标向
前奔跑，坚定信心向上攀登，在落实好
新时代的硬道理中脚踏实地加油干，夺
取首季“开门红”，交出精彩答卷。

不负春光拼出首季“开门红”
辛平

■摘要
什么是都市圈？“朋友圈”也好，“交

通圈”抑或“通勤圈”也罢，只是“成圈”
或“融圈”的依据之一，但本质上，必须
存在“紧密功能联系”。

新闻总是追逐热点的，譬如当下最
热的“新质生产力”。但一些代表着趋
势变化的新闻，或许更应引发我们关注
并思考。近日，邻省的一则新闻，就颇
有这个意味。

不久前，《绍兴市融杭发展规划》发
布，在这份规划内的一张区位图上，标
出了杭州都市圈范围。一个不起眼的
变化就是：在这份规划里，杭州都市圈
仅包括杭州市11个区、县和嘉兴、湖州、
绍兴各4个区、县，总面积约2.2万平方
公里。而在去年9月获批成为国家级都
市圈前，杭州都市圈的范围还包括杭
州、湖州、嘉兴、绍兴、衢州和安徽省黄
山等6市，面积超过5万平方公里。也
就是说，杭州都市圈已然从“杭嘉湖绍
衢黄”变成了“杭嘉湖绍”，“瘦身”了。

事实上，近两年，都市圈“瘦身”，已
成为此前竞相“扩容”的反向趋势。比
如，广州都市圈，韶关市、云浮市退出；
深圳都市圈，河源、汕尾、惠州龙门县退
出；珠西都市圈，阳江退出；汕潮揭都市
圈，梅州退出。更甚者，在国家层面规
划中，武汉都市圈范围从当地“1+8”城
市圈设想“瘦身”为以武汉、鄂州、黄冈、
黄石 4 市为核心，范围几乎缩水一半。

《每日商报》报道，2023年，国家级都市
圈快速扩容，先后有沈阳、杭州、郑州、
广州、深圳、青岛和济南等7个都市圈获

批。总体上来看，去年获批的都市圈
基本都对最初设定的规划范围进行了
缩减，以“1小时通勤”为半径，面积都
在2万平方公里左右。

都市圈“瘦身”的直接原因，《每日
经济新闻》的报道指出，国家级都市圈
建设有一个重要目标是同城化。杭州
都市圈“瘦身”，实际上是要发挥都市
圈在更小空间尺度上同城化协作的示
范作用。而同城化最直观的表征或感
受就是可以跨城市上下班，对应花在
路上的单程时间最好不要超过 1 小
时。《每日商报》的报道则引用了华南
城市研究会副会长孙不熟的一个形象
比喻：过去的城市群是一个“朋友圈”
的关系，属于“点赞之交”；但是都市圈
它是要搭伙过日子的，每天都要实现
日常通勤的，因此不能太大。

于是，想起了《城市发展研究》
2022 年 10 期的文章《什么是都市圈？

“朋友圈”还是“交通圈”？》。在考据了
中外都市圈概念解释的演变后，文章
指出：国内对于都市圈的理解主要共
识是一个中心城市与周围地区存在紧
密功能联系的跨行政区域。请注意这
个“紧密功能联系”的关键词。也就是
说，“朋友圈”也好，“交通圈”抑或“通
勤圈”也罢，只是“成圈”或“融圈”的依
据之一，但本质上，必须存在“紧密功
能联系”。

有一组数据，来自公众号“刘晓博
说财经Pro”的文章《南京，带着4个“安
徽小弟”闯天下》，颇能从一个侧面说明
这个“紧密功能联系”。文章写道：”翻
看《南京都市圈发展规划》，有一个很好

玩的发现，在提及各城市的次数上，排序
是这样的：南京173次、芜湖35次、马鞍山
26次、滁州20次、镇江19次、淮安17次、
扬州16次、宣城16次。南京被提及次数
遥遥领先，这没有什么意外，本来这个都
市圈就是用南京命名的，所以各种定位、
资源都会向南京汇聚。但你绝对想不到，
安徽的三个城市——芜湖、马鞍山和滁
州，被规划提及次数竟然名列第二、第三、
第四，分别达到了35次、26次和20次。而
南京的最亲密盟友镇江，只被提及了19
次。圈内经济总量第二的扬州，只被提
及了16次！”紧接着，是标注加黑的一句
话——“在重要规划中被提及次数，是非
常有讲究的。”然后，文章以马鞍山为例，
说的是“在南京都市圈规划中，马鞍山已
经有了重要斩获”，实质上就是“紧密功能
联系”，包括过江通道建设、轨道交通、内
河航运以及城市产业定位等。而事实上，
这篇文章的源起，也正是近日马鞍山市政
府印发了《关于全面融入南京的若干举
措》，提出在六个方面全面对接南京：干部
能力提升、产业协同、科创人才、规划对接
和基础设施、生态环保、社会事业，并一口
气官宣了26项措施。

《每日经济新闻》解析《绍兴市融杭
发展规划》的文章，也说明了“紧密功能
联系”的重要意义。文章这样写道：“交
通是基础，产业相融则是同城化的核
心。为推动杭绍重点产业融合，《规划》
将深化打造杭绍临空经济一体化发展示
范区绍兴片区、诸暨G60创新港、杭州湾
南岸产业创新带等空间板块。上述几大
空间板块，瞄准的是集成电路、人工智能
和临空经济等产业。当下浙江正加快培

育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两大战略性新兴
产业，杭州全力打造的新增长极——杭
州临空经济示范区，也到了上项目、扩
规模的阶段。绍兴融杭，跟上了杭州乃
至浙江布局的产业重点。”“眼下，杭绍
甬一体化要走向下一步，绍兴必须补齐
杭甬间城市与产业互动发展的空白、短
板、洼地。”“从产业禀赋上看，杭甬术业
有专攻。前者主打科创互联网的软实
力，后者聚焦石化制造业的硬支撑。一
个负责探索上限，另一个则继续夯实基
础。绍兴身处‘杭绍甬一体化’中间，人
工智能、集成电路软硬两手抓，能够左
右逢源、双边赋能。”

同样的“紧密功能联系”，还体现在
苏锡常。公众号“搜狐城市”去年10月
曾经刊文《苏锡常都市圈，需要特区
吗？》，文中三个小标题充分说明了这一
点，“错位竞合，苏锡常产业互助”“实力
不均，苏锡常科创协同”“硕放扩能，苏
州不需要机场”。

“刘晓博说财经Pro”的文章最后写
道：“随着中国人口红利时代结束，以及
大城市陆续全面降低落户门槛、取消住
房限购，城镇化的马太效应时代、都市
圈时代全面到来了。全国的增量人口、
资金、产能、技术能，将加速向大型都市
圈汇聚。尤其是四大一线城市都市圈，
以及 6 大强二线城市都市圈（杭州、成
都、南京、重庆、武汉、天津），吸引力、汇
聚能力强劲。对于普通三四线城市来
说，积极混圈子才能获得增量资源。”

怎么“混圈子”，光是喊喊是没用
的，唯有踏踏实实地推动“紧密功能联
系”才是正途。

都市圈“瘦身”了
华翔

现在不少“脆皮年轻人”开始迷
恋养生，理疗、推拿、保健品、泡脚包、
热敷贴等，各种花样一应俱全，有的
年轻人月均养生账单甚至超千元。
年轻人热衷养生，确实是一种健康理
念的进步，但怎样避免被养生产品

“割韭菜”，避免盲目跟风，让“花式养
生”变成“科学养生”，这是一个值得
一说的话题。

众所周知，随着生活节奏的加
快，年轻人工作压力也越来越大，再
加上没有良好的生活习惯，不能保证
充足的睡眠和规律的饮食，身体无法
得到充分休息和恢复，从而导致机能
的下降和疾病的产生。一些年轻人
虽然深知健康的重要性，但在实际生
活中却往往忽视了自己的身体健
康。常常因为追求学业、事业的成功
而牺牲健康，让他们成为“脆皮青年”
的主力军。贾玲在《热辣滚烫》主题
曲中唱道：“一切都来得及，现在就开
始爱自己。”花式养生可以说是年轻
人在爱自己的路上踏出的一步，应该
是一件好事。

年轻人花式养生的背后，是对自
我身体状况的关心，是将目光从外界
转移至自身的表现。年轻人紊乱的
作息、久坐和生活工作的压力给他们
带来了身体机能的下降、精神上的疲
惫，头晕乏力、颈椎酸痛及其他一些
症状的出现，让他们开始注重养生。
花式养生给他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健
康需求，更是一种心灵上的慰藉，在
忙碌之余给了自己喘息的空间。

但是，年轻人养生，不能一概而
论。养生，顾名思义，就是想方设法

让身体好起来。以前养生基本上是
老年人的专利，因为老年人群体常有
七病八灾，对养生产品有一定的需
求。然而，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也加入养生的行列，放在过去难免
让人感觉是咄咄怪事。很多年轻人
实际上并不明晰自己的身体状况，
只是为了满足一时的“新鲜感”而盲
目跟风，不仅不能形成良好的健康
习惯，反而会被某些养生产品“割韭
菜”，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

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指出：“个
体有意识的行为会逐渐被群体无意
识行为取代。”有些年轻人因为工作
压力大，或者长时间低头看手机，如
果时不时地做些理疗、推拿，是可以
适当缓解麻木甚至疼痛。但如果大
家都热衷于养生，这就可能有问题
了。一些年轻人的健康观念有待改
进，对他们而言更重要的是改变生活
与工作习惯，或者以适当锻炼来代替
理疗、推拿等。其实，只要注意保持
良好的工作生活习惯，大多数年轻人
在健康方面是没有问题的。少数人
在身体上出了状况，也不是单靠养生
就能解决的。

盲目养生不能让“脆皮”变结实。
在这里，笔者想说的是，年轻人与其盲
目“养生”，不如多多“养心”。“养心”需
要提高修养。年轻人“养心”还需要调
整心态。笔者曾经看过一篇文章，叫

《人，不能让心情生病》。文章中说，
人活一生，最重要的是心态。心态不
好，一切就会越变越糟糕。禅语有
云：“世间无事，烦恼来自逞强。所求
太多，心就无处安放。”让自己每天保
持一个好心情，这比什么都重要。

年轻人当少一点无效的“养生”，
多一点真正的“养心”，心养好了，其
实身体也就会跟着好起来。

（图：谢志斌）

盲目养生需谨慎
“脆皮”不会变结实

周雄

3 月 29 日，荣获全球 280 项大奖
及提名、第 76 届戛纳金棕榈最佳影
片、第 96 届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奖
项的电影《坠落的审判》正式上映，而
与电影紧密相关的女性主义话题，也
再度勾起大家的讨论热潮。

《坠落的审判》剧情充满悬疑和
深度，故事聚焦于一位女作家被指控
谋杀了她的丈夫后，对她的审判所引
发对夫妻关系、婚姻的审视与剖析。
电影中的“坠落”是丈夫的坠楼、是审
判的导火索，也是一种意向，而这种

“审判”从电影内延伸到了影片之外，
让电影在抛却剧情、叙事、视听语言
之外，还多了一层针对性别议题的

“审判”。
影片中的审判，是婚姻、人性和

女性主义的交锋。电影以女性为核
心视角，运用多重叙事方式，将家庭
情感、法律伦理以及孩童视角等元素
交织在一起，讨论一起案件的真相，
反思婚姻和家庭的体系。细节而流
畅的镜头语言设计和剧本撰写，让它
在多重角度都是一部相当精彩的悬
疑电影，而以女性为主视角看待世界
理解世界，也让这部由女导演拍摄的
影片可称为优秀的女性电影。

事实上，如2023年全球票房榜首
《芭比》、刚刚在春节档夺得票房冠军
的《热辣滚烫》等，近些年来女性导演
制作的，以女性为主视角反思社会、
人生、家庭的题材不在少数，票房上
强劲的号召力也说明了目前观众对
这类作品的大量需求。对比过往广

受关注的同类作品如《送我上青云》
《不完美的她》等，女性主义影视作品
也正在经历更加有现实性、前瞻性、
敏锐性的范式转型，创作者们在时代
的推动下，用自己的作品展现这种精
彩交锋，也在不断为社会主流议题增
添更多的女性视角。

影片外的审判，是女性话语权与
性别议题的力争。《坠落的审判》在北
京大学举行的首映仪式上，北大教授
董强提出了“我不认为这部电影要带
入男女性别的讨论”等观点，影片导
演茹斯汀·特里耶则指出：“女性身份
对创作至关重要。”这段对话也引发
了北大学生和网友的诸多争论。即
便是在社会逐步转变、性别议题被热
议的今天，作为“女性主义”题材、女
性导演的作品，它们依然面临着诸多
枷锁和审视，影视作品中有些话语仍
被认为是尖锐的，易“引战”的。诚
然，《芭比》中芭比世界设定或许太过
极端、《热辣滚烫》中男性角色刻画也
存在刻板印象，但正是这些故事将女
性的视角推到台前，相关的社会议题
才有了更加全面的视角和更广阔的
讨论空间。

当导演坚定地为自己的作品打
上“女性电影”“性别议题”的标签，观
众们站在席间对这个话题开启争论
与对话时，我们正合力将性别议题送
到聚光灯下——当越来越多的人开
始正视它，面对它，谈论它，影视作品
中的性别议题就会更好地为大众开
启一扇平等对话的大门。

《坠落的审判》：影视作品
中的性别议题正站上舞台

吴韵晗

近期“新质生产力”成为最受关注
的热词，这个词对我们来说并不陌
生。习近平总书记在去年黑龙江考
察、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及今年全国
两会期间都曾反复提及其重要性。新
质生产力——一种生产力的跃迁升级，
它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特征，
符合现代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需
要。青年大学生和新质生产力的关系
非常紧密，贯穿其人生道路的每一步，
同时也肩负着重大的社会责任。应该
如何理解新质生产力与青年大学生的
关系？不妨从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
这一本质特征去思考。

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大学生
而言，“高科技”代表着高标准的挑战。

从人才培养的角度，青年大学生要做到
勇于突破，敢于自主创新、原始创新，这
需要我们不断巩固专业理论，夯实基
础，拥有前瞻性的视野，理解并熟练掌
握最新的技术。打铁还得自身硬，想练
就过硬本领，就要稳扎稳打，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够实现个人价值，同时为社会
创造更多价值。要做到理论与实践相
结合，把专业理论学好、用好，大胆投身
科技创新，戒掉“滴管式”教学和“放养
式”生活，突破传统学习路径，运用数字
技术、新媒体平台科学研究前沿动态，
与时俱进，积极适应所属领域新生态新
业态，把高标准落实在实际行动上，创
造新的科技之光。

同样，当我们讨论“高效能”时，它

对于我们青年大学生的期望就是高要
求。理想信念是青年前进的动力，青年
大学生要将个人的理想追求融入到国
家的事业当中，为祖国的事业添砖加
瓦。听从习近平总书记的号召，到基层
和人民中建功立业，让青春的绚丽之花
绽放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社会进步
需要我们，祖国高质量发展需要我们，
当前我们要敢于投身到战略性新兴产
业和未来产业，克服技术壁垒，突破卡
脖子问题，善于用新技术解决新问题，
提高科技效能，实现高效量产，敢于顺
势而为、挺膺担当，祖国需要的地方就
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最后，谈到“高质量”，它在我们青
年大学生心中代表着对高素质的不懈

追求。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
素质的青年大学生挺膺奋进，高素质
是要服务于高质量的，高素质大学生
不是简单意义上的综合素质较高，而
是具有为社会市场解决供给需求问
题、掌握新兴领域交叉融合技术的新
质战斗力。我们要发挥专业优势，多
学科、多领域交叉融合发展，力争成为
科技创新型人才，主要为民生保障服
务，解决社会经济现实性问题，把党和
国家的培养回馈到社会。适应新时代
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我们具备
这样的新质战斗力，积极满足新兴产
业和未来产业的人才需求，实现高质
量就业创业，就可以推动社会高质量
发展。

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汇聚青年力量
刘宝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