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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思录

新 知

漫画角

吴振宇

立法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重
要途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
发，是宁波地方立法工作贯彻全过
程人民民主的实践基础。“民主不
仅要有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必须
有完整的参与实践”。近年来，宁
波市人大积极探索推进基层立法联
系点与人大代表联络站融合发展，
打造基层参与立法的双重实践方
式，在地方立法中倾听人民声音，
凝聚人民智慧，回应人民期待，以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优势不断增
强甬城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

基层立法联系点一头连着立法
机关，一头连着基层群众。2009
年 6 月，宁波率先启动基层立法联
系点工作，以全覆盖、全网络实现
基层有序参与立法工作的广度，以
接地气、强创新挖掘基层有序参与
立法工作的深度，以规范化、标准
化提升基层有序参与立法工作的效
度，以聚人才、专业化增加基层有
序参与立法工作的厚度，以强服
务、展特色拓展基层有序参与立法
工作的延伸度，形成“专人负责联
络、专项制度保障、专业流程运
行”的良好格局，发挥了立法“直
通车”“汇聚点”“宣传窗”作用，
为提高宁波地方立法质量和效率提
供了人民智慧，为讲好甬城人大、
立法和民主故事提供了鲜活素材。
而代表联络站是各级人大代表密切
联系群众、发挥主体作用的重要平
台。

宁波代表联络站的建设要早于
基层立法联系点，自 2005 年海曙
区白云街道建立全省首个代表联络
站以来，依托乡镇 （街道），优化
整合 157 个基层单元和 500 余个村

（社 区） 联 络 点 ， 构 建 形 成 “ 区
（县、市） 实体和数字化总站+乡
镇 （街道） 联络站+村社联络点”
三级贯通、全域协同的基层单元架
构体系。同时，紧紧依托数字化改
革，不断迭代优化“代表通”，统
一推广“代表码”“联络站码”，集
成推出“浙里甬人大”综合数智应
用，实现了代表动起来、群众走进
来、数据跑起来，代表联络站真正
成为人大代表联系群众、发挥主体
作用的主渠道，汇集社情民意、回
应社会关切的连心桥，同时也成为
甬城人民参与立法的最直接的基层
阵地。

如何更好地发挥人民代表大会
的主渠道功能，促进各类民主实践
基层阵地贯通协同、衔接融合，是
宁波市人大一直研究和探索的课

题。在民主立法工作中，基层立法
联系点与人大代表联络站在民意表
达、民意汇集、法规宣传等方面共
同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各具特色优
势，已有坚实基础。但两者作用发
挥各有侧重，基层立法联系点更侧
重于立法意见建议的收集，更关注
意见收集的广泛性、提出意见群体
的 代 表 性 ，“ 法 ” 的 专 业 性 强 ，

“联”的作用稍弱；而人大代表联
络站则更侧重人大代表联系人民群
众作用的发挥，更关注服务人大代
表履职，收集的意见建议也更为宽
泛，与社区原有各类功能性阵地双
向开放、资源共享，更具有覆盖广
泛、贴近基层的优势，是立法建议
征集工作最好的平台，在汇集民意
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基层立法联系点和人大代表联
络站融合发展，在信息互通、场地
互享、工作互助、人员互帮、专业
互补等方面建立更为紧密的沟通合
作关系，既能更好地发挥基层立法
联系点、人大代表联络站的主体作
用，又能充实和强化基层开展立法
联系的职责内容，延伸和拓展基层
参与民主立法的渠道、形式，使基
层参与立法工作更加有序有效，是
全面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实践
的市域典范的必要手段。

如何做好基层立法联系点与代
表联络站融合建设工作？宁波的经
验有三点。一是以体制融合将人大
代表“家、站、点”作为立法联系
点的运作平台，实施“场所共用、
设备共配、人员共管、资源共享”
的集约化建设。目前宁波已有 15
家立法联系点与代表联络站“合署
办公”，促成“l+l＞2”的叠加效
应，实现立法意见征求和宣传贯彻
常 态 化 ， 并 开 始 探 索 跨 行 政 区
域 、 跨 专 业 领 域 的 深 层 融 合 方
式。二是以机制融合推进立法联
系点和代表联络站共同分重点有
分工开展立法民意收集、参与立
法调研、法规宣传普及、法规实
施情况反馈等工作，形成基层参
与立法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的闭
环体系。三是以功能融合将人大
代 表 联 络 站 “ 联 、 商 、 督 、 促 、
智”功能和立法联系点“专业性立
法联系”功能全面结合，实现人大
代表和人民群众广泛、深入、有效
参与立法全过程的目的，不断激发
民主立法新活力，成为全面打造践
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有效载
体，展现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制度
宁波基层实践的蓬勃生机。

（作者为浙江药科职业大学副
教授、宁波市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
专家）

推进基层参与立法
双重实践融合

易其洋 黄明朗

始于 1926 年的缸鸭狗，以宁
波汤圆为特色，是新中国第一批
中华老字号，1997 年被评为“中
华名小吃”。“三更四更半夜头，
要吃汤圆缸鸭狗”，蕴含着许多宁
波人的童年记忆和浓浓乡愁。

抉择是管理的心脏，是企业
的命运所在。抉择正确，能让企
业做大做强；抉择失误，则容易
使 企 业 遭 受 挫 折 ， 甚 至 一 蹶 不
振。14 年前转换身份后 （品牌出
售） 的缸鸭狗，直面实体店萎缩
的严峻挑战，经营策略、制作工
艺、营销手段等历经一次次重大
抉择，开始了从一爿小店向一家
现代化企业的蜕变。

坚守与放弃。抉择是一种勇
气。近年来，缸鸭狗陆续关闭线
下门店，原因何在？今天的缸鸭
狗已非传统意义上的老字号，对
线下门店做减法，尝试适应新的
消费市场，是一种理智抉择。接
手缸鸭狗前，现在的管理团队经
过市场调研认识到，商业竞争日
趋激烈，消费选择日益增多，作
为消费主力的年轻人，追求个性
化、多样化消费，情怀并不能牢
牢“拴住”他们，传统经营模式
已逐渐失去竞争力。

好的经营模式可以为企业加
分，老字号也不能刻舟求剑，而
必 须 适 应 市 场 变 化 ， 适 时 变 换

“赛道”：缸鸭狗围绕江南点心制
造这一核心，展开线上+线下零
售双轮驱动。

如今，缸鸭狗标准化产品逐
渐覆盖盒马、Ole （欧乐）、山姆
会员店、Costco （开市客）、麦德
龙、三江等大型线下商超；在线
上，则通过天猫、京东、抖音、
小红书等平台多渠道销售，通过
海外电商平台，缸鸭狗汤圆、酒
酿 销 往 美 国 、 加 拿 大 、 澳 大 利
亚、新西兰等海外市场。预包装
产品既满足了传统客户，也吸引
了大批年轻消费者。

传承与创新。“不好的东西，

改变是水平；好的东西，不变亦
是水平”。缸鸭狗管理层认为，传
承就是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因时
制宜，勇于创新。

缸鸭狗曾向同行求教：要做
出最好的宁波汤圆，啥最重要？
有人指点，功夫在糯米、猪油芝
麻馅料上。缸鸭狗认为，水磨工
艺是江南米食文化传统，是宁波
人的智慧结晶，是宁波汤圆柔滑
软糯的灵魂。水磨糯米粉，工序
繁杂，投入不小，而传承的秘诀
就是：江阿狗家的汤圆都是现磨
现做。

“如果选择，那就选择最好
的；如果没有选择，那就努力做
到最好”。缸鸭狗学古不泥古，创
新不悖法，选料用料坚持“质量
第一”；建立研究所，探寻宁波汤
圆 传 统 工 艺 的 科 学 原 理 ， 改 良

“甜腻”的汤圆配方；秉持“万物
皆可包”理念，在保持原有的宁
波汤圆等传统优势产品基础上，
开 发 出 玫 瑰 馅 、 高 粱 馅 、 榴 莲
馅、抹茶馅等汤圆品种，以及酒
酿、馒头、包子、青团、八宝饭
等米面制品，并与多个国潮品牌
互动打造联名款，成功俘获一批
年轻消费者的心。为适应大规模

生产，在遵循古法、还原传统经
典风味的基础上，购置现代化机
械 设 备 ， 使 之 与 传 统 工 艺 相 融
合，成为个人手艺的延伸。

引导与迎合。“天下之主，买
家为主”。商品只有得到顾客认
可，才能供销两旺，实现良性循
环。这句宁波老话，道出了“宁
波帮”的经营之道。

做 “ 入 口 的 东 西 ” 要 有 良
心。缸鸭狗把“致良知”当作企
业 核 心 价 值 观 ， 立 志 生 产 “ 好
吃、健康且物超所值”的食品。
黑龙江向阳镇的糯米、太湖区域
的黑芝麻⋯⋯这些食材，价格比
普通产品高出一大截，做出来的
汤圆“质优价高”，但忠诚于消费
者 ， 绝 不 是 无 原 则 地 迎 合 消 费
者。“物美”往往难以“价廉”，
最珍贵的应该是“一分价钱一分
货”，不昧不欺，慎独慎微。2014
年至 2022 年，缸鸭狗产品全渠道
销售额保持稳定增长，销售市场
和客户群体日益广阔多元。

抉 择 ， 是 站 在 当 下 谋 划 未
来 。 缸 鸭 狗 14 年 来 的 一 次 次 抉
择，在今天看来是正确的。这主
要得益于两个方面：

一是把握趋势。缸鸭狗认为，

企业发展壮大的过程，就是发现、
把握和遵循趋势的过程。缸鸭狗新
团队干起卖汤圆的“小生意”，是因
为看到了发展趋势：中产阶层崛
起，消费必定升级；传统文化复兴，
餐饮老字号将重焕生机。关闭部分
门店，则是为了融入数字化大潮，
不被时代所抛弃。

二是实事求是。缸 鸭 狗 认
为 ， 实 事 求 是 ， 就 是 不 能 认 死
理、不能“倚老卖老”。传承经
典，不固守传统，敢闯敢试，注
重实际结果，对的就坚持，不对
的就放弃。坚持水磨工艺，是有
关部门组织多轮盲测后，大家一
致认同的结果；不再一味依靠实
体 店 ， 转 向 商 超 零 售 和 电 商 渠
道，是因为国人的消费习惯正在
发生颠覆式的变化。

人 们 关 心 缸 鸭 狗 的 一 举 一
动，是情怀所在，希望这样的老
字 号 百 年 常 青 。 这 需 要 政 策 扶
持，更重要的是靠企业自身，在
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敢于创新，
以变制变，蹚出一条发展壮大的
新路子。前行的道路充满挑战，
缸鸭狗依然面临抉择，但路都是
人走出来的，走对了、走好了，
羊肠小道就会变成阳光大道。

老字号缸鸭狗的抉择之道

徐 健

人都是要面子的。喜欢奉承，
听好话，却容不得批评和指责，这
是许多人的共性，是人性的一大弱
点。尤其是当一个人身居高位，拥
有了一定权力，或取得了比较大的
成就，听惯了奉承阿谀之声，难免
产生骄横之气，对那些逆耳之言
表现出过激反应，视作是对自己
的“冒犯”。有的会争辩解释、强
词夺理；有的会气急败坏、暴跳
如 雷 ； 还 有 的 甚 至 会 怀 恨 在 心 、
打击报复，做出一些匪夷所思的
行为。

对待不同声音的态度，特别是
面对他人的批评、非议甚至诋毁

时，有什么样的反应，能不能很好
地控制情绪、保持风度，仿佛镜子
和试金石，能够看出一个人的修
养、品性和格局。

苏东坡和名僧佛印是好朋友，
两人交往的故事常被后人津津乐
道。有一次，苏东坡写信给佛印
说：“我已修炼到八风吹不动，不
贪婪、不嫉妒、不生气。”佛印回
信写了两个字：“放屁”。苏东坡气
得半死，立马过江找佛印理论。佛
印讲了一句：“八风吹不动，一屁
打过江。”苏东坡马上就懂了，乐
得哈哈大笑。

台湾著名作家林清玄在一篇文
章中也讲了一个类似的故事。一
天 ， 一 位 将 军 拜 见 大 慧 宗 杲 禅
师 ， 对 他 说 ：“ 等 我 回 家 把 习 气
除 尽 了 ， 再 来 随 师 父 出 家 参
禅 。” 大 慧 禅 师 一 言 不 发 ， 只 是

微笑。过了几天，将军果然来拜
见 ， 说 ：“ 师 父 ， 我 已 经 除 去 习
气 ， 要 求 出 家 参 禅 了 。” 大 慧 禅
师 说 ：“ 缘 何 起 得 早 ，妻 与 他 人
眠？”将军大怒：“何方僧秃子，焉
敢乱开言！”祖师大笑，说：“你要出
家参禅，还早呢！”

言行体现修养和素质。一般情
况下，我们绝大多数人在别人面前
总是尽可能表现得谦虚大度、彬彬
有礼，努力给他人留下一个好印
象。但有时往往很难做到，一不小
心就会露出尾巴。真可谓本性难
移，一个人要除去身上的习气，提
升自己的修为，让自己真正变得平
和、理性、宽容，实非易事，不是
一朝一夕之功。

有时候，我们自认为已修炼到
家了，胸襟宽阔，心如止水，不怒
不躁，能容忍各种不同的声音，哪

怕是讥讽、嘲笑乃至谩骂和造谣中
伤。而事实往往并非如此。也许别
人的一句话、一个动作，或一个小
小的刺激，就会让你我露出本性，
瞬间被打回原形。

正如上面两个小故事所揭示
的，面对智者的“挑衅”和“冒
犯”，一介武夫按捺不住火气，轻
易跳入对方设置的“陷阱”，似乎
情有可原，但连苏东坡这样潇洒豁
达之人尚且沉不住气，难忍冲动，
我等泛泛之辈会有什么样的表现，
也就可想而知了。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认识
自己是一件很难的事，提升自己则
更难。修行无止境，是一辈子的
事。身处尘世，我们当时时检视、
反思自己，不断修炼，努力成为一
个谦逊包容的人，一个智慧开明的
人，一个有修养定力的人。

面对他人“冒犯”，保持你的风度

缸鸭狗位于镇海区九龙湖镇的工厂。

碳中和婚礼 沈海涛 绘

失落的硬币 于海林 绘

易承志

现代社会已经进入风险社会阶
段，各种复杂和不确定的风险广泛
存在于各个领域，体现为传统风险
与非传统风险相互交织，自然风险
与人为风险并存，给社会安全稳定
带来严峻挑战。党的二十大报告强
调“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这
就要求国家治理体系不断增强韧
性，构建更可抗冲击的韧性治理体
系。韧性治理体系是在面对外部冲
击时能够快速反应和弹性调适的风
险治理体系，具备及时响应和学习
适应能力，能在应急状态下维持系
统持续运行，从而动态适应环境变
迁。相对于传统风险治理体系，韧
性治理体系具有以下特征：

一是敏锐的风险识别。风险识
别是风险治理的前提。快速准确的
风险识别能够为敏捷高效的危机响
应提供宝贵的时间窗口。韧性治理
体系强调运用科学的方法进行实时
的数据收集和全面的风险评估，从
而快速识别风险，提高准确预测和
及时预警能力。

二是多维的危机响应。危机响
应是风险治理的一个关键环节。危
机响应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
风险治理的绩效。韧性治理体系能
够根据风险的不同类型和程度采取
不同的措施和策略进行有差异性的
响应，从而提升危机响应灵活性。

三是动态的危机学习。危机学
习是风险治理的重要支撑。韧性治
理体系强调建立健全危机学习机
制，从过去的经验教训中及时学习
总结，不断优化治理体系，提升治
理体系的运行绩效。

四是弹性的环境适应。环境适
应是风险治理的重要目标所在。韧
性治理体系以促进系统的可持续发
展为导向，面对不同的外部挑战及
时采取不同的应对措施，能够帮助
系统在不同情境下保持稳定和持续
发展，从而实现对于环境的动态适
应。面对多重风险的叠加冲击，构
建弹性适应的韧性治理体系，是提
升公共安全治理水平的内在要求。

稿件来源：《人民论坛》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

共事务学院、应急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韧性治理体系的特征
彭泗清

在新消费时代，以让自己开
心、获得更好的生活体验为目的
的“悦己消费”已经成为年轻一
代的生活态度。艾媒咨询发布的

《2022 年中国兴趣消费趋势洞察
白皮书》 显示，截至 2021 年，我
国“90 后”及“00 后”人口量接
近 3.2 亿人，已成为国内消费生力
军。其中，六成以上是以取悦自
己 、 提 升 幸 福 感 为 消 费 核 心 。
他 们 购 买 商 品 不 再 仅 为 满 足 实
用 需 求 ， 而 是 更 多 地 关 注 商 品
的 个 性 化 特 征 和 商 品 附 加 情 感
价 值 。 品 质 及 品 牌 消 费 的 关注
点是消费品的特征，而“悦己消
费”的关注点则是消费者自身的
感受和体验。

“悦己消费”成为潮流，是我
国社会个性化的体现。社会学者
阎云翔的研究表明，中国改革开
放以来大众消费的兴起与个体意
识的凸显是相伴随的，个体意识
的崛起促进了消费升级，消费升
级也强化了个体意识。

需要注意的是，个体意识的
崛起和“悦己消费”的盛行并不
意味着消费者要背离社会。事实
上，在很多消费者心目中，自身
的幸福感是与家庭、社会紧密相
连的。民众对美好生活的理解不
限于个人物质层面的内容 （如富
足的物质生活），也包含家庭关系
层面的内容 （如家人团圆、家庭
温馨等） 以及国家和社会环境层
面的内容 （如社会和谐稳定、民
主文明、国家富强等），而且，家
庭关系和国家社会维度的重要性
更高。

总之，“悦己消费”的背后是
个体对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
的 追 求 ， 是 个 体 的 美 好 生 活 需
要，不仅受个人体验的影响，而
且 受 社 会 环 境 和 社 会 关 系 的 影
响。在“悦己消费”对应的美好
生活内涵中，个体富足、家庭幸
福、国家富强各自的权重如何，
是值得关注的重要内容。

稿件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

院教授、博导）

“悦己消费”成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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