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晨报官方微信

晨报官方微博

声
音

02

2020.6.4

星期四
农历闰四月十三

责
编
�
陈
日
峰

美
编
�
董
雪
君

校
对
�
董
强

排
版
�
董
雪
君

通缉嫌犯照片
岂能“变形”

丁策

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很多网
友都看到了两张“不太正常”的通
缉照片。

5月28日，内蒙古乌兰察布市
公安局发布一则通缉25名命案在
逃犯罪嫌疑人的悬赏通报，其中
两名逃犯的照片引发网友关注
——照片中，被通缉人员的头部
明显呈方形，而且脸部扭曲、眼睛
变形。有网友称，这两张照片“十
分瘆人”“即使本人在跟前也不会
被认出来”。

对此，警方的解释是：“他们
逃跑的时候，没做身份证。通缉
照取的是他们的生活照，跟别人
的合照。取下来放大，有点变
形。”这一理由听上去似乎说得过
去，但细想起来，在图像处理、人
脸识别、3D建模等技术如此发达
的今天，根据嫌犯曾经的生活照
还原出他们的真实样貌，显然并
不是一件难事。

通缉令上的照片，目的就是
易于识别，为能够尽早抓捕嫌犯
提供便利。因此，通缉照至关重
要的一个因素就是“真”。而这种
变到“本人在跟前也不会被认出
来”的通缉照片，显然会严重影
响，甚至是完全丧失了应有的通
缉效果。当地警方二十多年来一
直未放弃抓捕嫌犯，这种执着精
神无疑值得肯定，但“取下来放
大，有点变形”的通缉照片背后，
却也反映出过于“粗放”的工作态
度和“不实”的工作作风。

通缉抓捕犯罪嫌疑人，是为
了让百姓的生活更加祥和安宁，
必须是一项严肃规范、细致认真
的工作。通缉照片随意“变形”，
不仅使办案效果令人生疑，也会
降低当地警方的公信力。

擦亮叫响更多内蒙古“金字招牌”
安华祎

从科尔沁牛肉到兴安盟大
米，从乌兰察布马铃薯到大兴安
岭黑木耳，从河套面粉到武川莜
面……近年来，我区集聚多元优
势的“蒙字号”越来越受消费者青
睐，释放出无与伦比的品牌魅力
与市场活力。

好山好水好土，滋养一方风
物。众所周知，内蒙古区位优势
独特、资源禀赋突出、生态环境优
良，是生产绿色农畜产品的“天赐
宝地”。独特的海拔、纬度等地理
和气候条件，决定了我区农产品、
畜产品的优秀品质，不仅口感好，
而且绿色有机、营养价值高，这也
让越来越多的绿色农畜产品获得
信任和好感、销售火爆。但同时
我们也要看到，有资源无市场、有
产品无销量、有销量无利润，甚至
“养在深闺人未识”“抱着金饭碗
没饭吃”等现象仍然存在。这中
间突出问题之一就是缺少知名品
牌。品牌就意味着市场、意味着
效益，打造更多具有内蒙古特色、
高品质、有口碑的“金字招牌”，加
快形成品牌集群效应，不仅是时

代的选择，更是人民的期盼。
没有品质，就形成不了品

牌。打造叫得响的品牌，除了雄
心勃勃，更需要立足于一个“特”
字。首先，要立足资源特色。深
刻把握优质绿色农畜产品的产地
环境、历史文化、资源禀赋，突出
品牌建设的深厚内涵。其次，要
学会倚“特”而立，注重挖掘绿色
农畜产品的特质、特点，突出差异
性，走“人无我有”的品牌发展之
路。最后，要做到向“高”而行，追
求高品质、进军高端市场、实现高
效益，突出优质性，走“人有我优”
的品牌崛起之路。练好内功，提
质增效，突出特色特点，何愁不能
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价值优势、把
产业优势转化为市场胜势、把产
品优势转化为品牌优势？

好品牌是培育出来的，更是
竞争出来的。当前，摆在我们面
前的是跑道，更是赛道，要想形成
更多有影响力的品牌，必须主动
走出去、主动同高手过招，在竞争
中锻造实力、争取市场、赢得用
户；在竞争中发现差距、补上短

板，提高品牌的含金量。酒香也
怕巷子深，好产品不能只有自己
知道。擦亮叫响更多内蒙古“金
字招牌”，绝非一个不断本土化的
剧本，而是一个始终打开大门拥
抱世界的故事。以产品故事塑造
品牌形象，以文化浸润赋予产品
生命，充分利用新媒体创新宣传，
讲好内蒙古的品牌故事，方能让
更多纯天然、无污染、好味道的农
畜产品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让更
多农牧民共享品牌红利。

品牌是一种无形资产。可口
可乐公司创始人阿萨�坎德勒曾说
过，“即使我的企业一夜之间烧光，
只要我的牌子还在，我就能马上恢
复生产。”这足以印证品牌的极端
重要性。当然，品牌建设之路没有
奇迹，只有努力的轨迹。持之以
恒、久久为功，在产品运营上“走下
去”，在产品质量上“走上来”，在发
展格局上“走出去”，我们就能擦亮
叫响更多内蒙古“金字招牌”，展示
更多有魅力、有品质的内蒙古名
片，更好为我区高质量发展蓄势积
能、打造坚实支撑。

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
记者会上，李克强总理说：“两周
前，我看到报道，西部有个城市，
按照当地的规范，设置了3.6万个
流动商贩的摊位，结果一夜之间
有10万人就业。”

总理说的这个城市，就是成
都。3月15日，成都市城管委出
台《成都市城市管理五允许一坚
持统筹疫情防控助力经济发展措
施》，截至5月22日，全市设置临
时占道摊点、摊区2234个，允许临
时越门经营点位17748个，大型商
场占道促销点82个，允许流动商
贩经营点20891个，增加互联网租
赁自行车临时投放点位6103个，
增加就业岗位10万个以上，中心
城区餐饮店铺复工率超过98%。

除了成都之外，浙江、江苏南
京、四川彭州等地也在逐步放开地
摊经济，地摊经济的就业“蓄水池”
作用正在逐步显现。在疫情防控
常态化的大背景下，地摊经济之所

以受关注，主要在于其适“六保”的
时，顺“六稳”的势。可以说，地摊
经济的复苏，不仅对中低收入群体
能起到较大帮助，也让一个城市更
富烟火气、更具包容心、更有人情
味，同时也体现了党和政府“人民
至上”的执政理念。

如果说成都等一部分城市率
先松绑地摊经济，为地摊经济的
复苏开了一个好头，那中央文明
办在今年全国文明城市测评指标
中明确要求不将占道经营、马路
市场、流动商贩列为文明城市测
评考核内容，则是促进地摊经济
发展的另一个突破口。当然，如
何引导地摊经济健康有序发展，
帮助低收入者就业的同时保持市
容整洁，使烟火气、人情味、包容
性在城市中有序融合，考验着管
理者的智慧与能力。

放开地摊经济，必然会给城
市管理带来一些挑战。之前，各
地之所以封杀地摊经济，主要还

是因为小商小贩的随意占道行为
会影响周边环境和道路出行。所
以，为地摊经济松绑的同时，也需
要在城市管理的“放”与“管”中找
到平衡点，既不能一禁了之，让低
收入人群没有收入来源，也不能
放任自流，让流动摊贩“野蛮生
长”。

笔者认为，城管部门应当转
变观念，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用好
“数字城管”“数字物业”等新技
术，建立摊点摊区设置引导机制、
商贩摊主清洁卫生责任制、群众
投诉现场快速处理机制，细致开
展摊区安全防护和城管巡查服
务，以精细化、科学化、人性化的
管理服务，帮助地摊经济撕下“脏
乱差”的标签，贴上“干净、安全、
有序”的新注脚，进而推动地摊经
济向常态化、规范化发展。

人间烟火味，最抚凡人心。一
座充满希望和幸福的烟火味城市，
才是我们此心安处的美好家园。

●分分钟“炸锅”，又如何赢
得消费者信任呢？

——据报道，自热火锅质量
参差不齐导致的爆炸事件时有发
生。《经济日报》认为，应出台标准
给自热食品戴上“笼头”。

●别让无薪试岗沦为职场新
套路。

——据报道，有企业为了减
成本，采用无薪培训、签短期无薪
上岗协议等违法方式“试用”员
工。《北京青年报》称，侵犯了劳动
者的合法权益。

●博别人同情挣钱，自己用
得心安理得吗？

——最近，一位 B站 UP主
“虎子”靠肺癌卖惨月入十万，而
在线下却开宝马吃着海鲜。《北京
晚报》作如上评论。

●螺蛳粉产业学院，职业教
育可以有些“泥土味”。

——5月28日，广西柳州职
业技术学院成立全国首个螺蛳粉
产业学院。四川在线对此表示赞
同。

地摊经济让城市更有烟火味
于贵明

◆漫说

摧毁
记者 6月 3日从江

苏常熟警方获悉，该市
近期摧毁一个跨省产销
伪劣每日坚果的团伙，
案值达2000余万元。

新华社发 王威作

◆微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