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章丘铁锅“火”了，“火”到
一锅难求。为了保证品质，几
个出了名的品牌商家，在劝阻
顾客“翻墙买锅”的同时，还下
架了电商平台的铁锅，呼吁消
费者理性购买。

对于地方而言，有了一个
名声在外的品牌商品，一个造
福当地百姓的产业，当然是件
好事。在看到短期经济利益的
同时，也有必要在塑造品牌上
多下些工夫，打造产业发展的
持久动力。具体到章丘铁锅，
不妨冷静下来思考一下，产品
的核心竞争力在哪，产品的生
产模式，又如何应对现代工业
的挑战。特殊背景带来的品牌

“爆红”，是红利更是革新升级
的机遇。

按照纪录片的介绍，再加
上后续文章的相应描述，人们
已然了解到，章丘铁锅的关键
卖点在于“三万六千锤”，在于
传统技艺，而“传统”二字也透

露出相关生产方式的“原始”。
车间里匠人们集体挥锤的场
面，固然迸发出劳动的美感，
但也难掩“小作坊”的特征。依
相关报道所言，在铁锅“爆红”
之后，不少匠人选择了单干，
而应对暴增的订单，品牌厂商
的办法是招聘更多的铁匠，因
为铁匠的数量决定了铁锅的
产量。显然，章丘铁锅的生产
制造带有浓厚的小手工业的
特征，这是前工业化时代的典
型业态。

依靠小手工业的生产模
式，生产着被归类于日常生活
用品的铁锅，不难看出业态自
身的局限性。一般说来，在现
代工业的大潮之下，手工制作
如果能够生存，大致有两个方
向，一是瞄准高劳动附加值的
奢侈品，二是压低劳动回报靠
成本优势与工业生产线竞争。
就后者而言，如果挥汗如雨的
匠人只能获得微薄的薪水，必

然失去对劳动者的吸引力，这
也恰恰是诸多传统技艺难觅
传人的重要原因。而就前者而
言，尽管网上也有铁锅卖到上
千元一口，似乎带有奢侈品属
性，但与流水线上的同类竞品
相比，如果手工打造的铁锅不
具备与高价相匹配的品质，单
靠“情怀”又能生存多久呢？

互联网时代，“兴勃亡
忽”的例子太多了，就连相对
宏观的“风口”都有转瞬即逝
的可能，缺乏核心竞争力的

“网红商品”，更难获得持久
动力。品牌厂商为维护品质
不盲目接单、不挣快钱的做
法，确实值得点赞，最起码没
有 在 短 期 利 益 面 前 迷 失 自
我。但问题恰恰在于，在“爆
红效应”消退之后，就算精工
细活的定力一直保持下去，
局限于作坊的铁锅制造业，
也极有可能退回到爆红之前
的状态。甚至很可能在激烈

的竞争中，在面对那些生产
效率更高、核心竞争力更突
出、压缩成本更有办法且更擅
长宣传销售的对手时，因特殊
阶段里过度扩张了产能，遭遇
比爆红之前更难应付的困境。

对于地方特色产业而言，
“爆红”确实带来机遇，带来销
量、带来就业、带来利润，乃至
带来传承传统技艺的新希望，
诸多匠人的单干以及品牌厂
商的扩招、增产，都让人感受
到这股热度。但就像铁器锻造
离不开淬火工艺，产品爆红之
后，相关参与者也需要一个冷
静期，借此反思传统产业模式
的不足之处。品牌“火”了，产
品出名了，经济利益大幅提升
了，恰恰为技术创新、产业升
级提供了资金、市场等诸多有
利条件。站在“爆红效应”的肩
膀上，与其简单地扩大规模换
取眼前小利，不如借势走出一
条新路。

“章丘铁锅”大热之后要“淬火”

互联网时代，“兴勃亡忽”
的例子太多了，就连相对宏观
的“风口”都有转瞬即逝的可
能，缺乏核心竞争力的“网红商
品”，更难获得持久动力。站在

“爆红效应”的肩膀上，与其简
单地扩大规模换取小利，不如
借势走出一条新路。

“凑数”考生被拒，考试还有效吗

2018年2月28日 星期三

编辑：娄士强 美编：马秀霞A02 评论

“乱怼阿胶”的官微也该向厂家道歉

评论员观察

本报评论员 王学钧

葛评论员观察

一场由一条微博引发的舆
论风波以微博发布者的公开道
歉收场。昨日，国家卫计委卫生
公益热线官方微博“全国卫生
12320”发布致歉声明，为因“审核
不严”而“转发”一条关于阿胶的
博文，向广大网友和12320用户

“诚恳致歉”，并表示今后将规范
流程，加强对卫生公益热线官微
的管理。

道歉声明值得点赞。作为卫
计委下属的政务官微，“全国卫
生12320”能在众目睽睽之下为一
条“转发”的博文公开致歉，并非
所有的官微都能表现出这样的
谦卑。不过，如果考虑到相关博
文的巨大“杀伤力”与致歉声明
在措辞上的“艺术性”，“全国卫
生12320”的公开致歉似乎并不是
那么“诚恳”。

这条题为《过节不值得买之
阿胶》的博文，不仅对阿胶的种
种“光环”不以为意，而且，提醒
消费者“透过现象看本质”———

“阿胶只是‘水煮驴皮’。驴皮的
主要成分是胶原蛋白，而这种蛋
白质缺乏人体必需的色氨酸，并

不是一种好的蛋白质来源。”这
样的“提醒”，不乏善意，甚至不
乏某种针对性——— 长期以来，由
于种种原因，对包括阿胶在内的
多种“传统”医疗保健品的宣传
推广确有不同程度的夸大其词、

“过度包装”。在不少中医药尚
处于“黑箱”状态的背景下，基
于现代医学知识与科学实验对
有关中医药疗效进行“解密”或
质疑，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即便
如此，也不能矫枉过正，在没有
提供充足科学证据的情况下，
简单粗暴地将传承千年的阿胶

“定义”为“水煮驴皮”，对其进行
“全盘否定”。

作为国家权威卫生机构卫
计委名下的政务微博，“全国卫
生12320”所发布的博文尤其需要
表现出应有的权威性与专业性。

《过节不值得买之阿胶》这样的
博文不仅严重有悖于这样的要
求，更严重的是，这种博文还会
因有权威部门背书而“引起关注
并造成误解”，进而抹黑中国传
统医学，损害相关企业利益和相
关产业的发展。

相比于如此严重的负面
影响，“全国卫生12320”的致
歉 声 明 显 得 过 于 婉 转 与 轻
巧。在这则简约的声明中，虽
然承认了“审核不严”的错

误，但是将博文的发布定义
为“转发”，将本该预见的负
面影响描述为“引起关注并
造成误解”，将致歉对象限定
为“广大网友和12320用户”，
精巧措辞、轻描淡写的背后
隐隐透出一丝随性与傲慢。

这些年来，人们对这样的
随性与傲慢并不陌生。仅最近
两年的各色“案例”就有不少。
甘肃陇南有卫生计生局官微跟
网友“骂街”，四川平昌有公安
局官微力挺“警察打人”，云南
丽江古城有宣传部官微“劝”网
友“你最好永远别来”，辽宁抚
顺有宣传部门官微怼外地人

“有你不多没你不少”……在某
些地方某些部门某些人眼里，
有着公权部门权威背书的政务
官微俨然就是一块随意耕种的
自留地，要么将官微随意外包
或委托给几个毫无培训的“临
时工”，要么狐假虎威，一不留
神就寻租，一不高兴就撒泼。

作为“互联网+政务体系”的
必要组成部分，政务官微的管理
不容怠慢。由国家卫计委卫生公
益热线官方微博怼阿胶所引发
的这次“阿胶事件”，随着“全国
卫生12320”的公开道歉而暂告一
段落，但其对政务官微敲起的警
钟依然在鸣响。

□吴元中

笔试面试均第一，徐州
女硕士纪元却因专业不符，
最后关头被徐州市人社局

“拿下”。徐州市政府新闻办
公室2月26日发布消息，对相
关责任部门和责任人员作出
严肃处理。

然而，据媒体追踪，在这
起事件背后，还有更让人咋
舌的事情。即，如果纪元在报
考时被认为不符合报考条件
的话，则她所报岗位仅仅有
两人符合报名条件，达不到
1：3的开考要求。人社局在以
专业不符拒绝录取纪元的情
况下，却录取了第二名，也就
是一位唯一的“幸存者”（另
一人弃考）。

不言自明的是，既然认
定纪元的报名资格无效，所
带来的不仅仅是她自己白
考、成绩无效的问题，还直接
影响该岗位开考的有效性。
毕竟，不合法的事物是不能
成为合法性事物根基的。如
果认定纪元的报名无效，则
有效报名就仅仅成为两人，
达不到开考要求，使得开考

和另一位考生的成绩也无
效。哪能把明明无效的因素
当成一种合法构成、使另一
人合法录用呢？

纪元报考对自己无效而
对后面那位却有效，不免让
人怀疑她被当成了他人的嫁
衣，该招考存在舞弊问题。这
不仅使一级学科与二级学科
的争执沦为狡辩、不能自圆
其说，也暴露出一审判决认
定思维的简单、不严密，还望
在二审依法改判、支持纪元
诉讼请求的同时，有关部门
对该事件进行招考舞弊调
查，并且不管纪元最终胜诉
败诉以及该事件有没有舞弊
情况，都应当取消那位“幸存
者”的录用资格。

不仅如此，近年来之所
以在事业单位招聘中“萝卜
招聘”和相关舞弊事件频发，
在公务员招录中却相对少
见，还在于法律不健全，给事
业单位和事业编招聘舞弊留
了空子。还望完善招考舞弊
罪，像贪污罪那样，使其也适
用于事业单位招聘、国企招
聘等所有与公权力或公共财
政有关的招聘。

葛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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