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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识字的成年人

需要更多的脱盲机会
  据光明网，73岁的杨维云当了50年老师，去年
开始有了最特殊的一批学生。这些学生一共几万
人，来自全国各地，年龄从学龄前跨到72岁，大部
分是女性。他们以一个个昵称出现在她的直播间，
几乎都背负着共同的秘密——— 不识字或不会拼音。
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全国不识字的成年人接近
3800 万。看地图，进商店，抑或独自外出，对他们
来说都是横在眼前实实在在的难题。
  事实上，在一些短视频平台，类似杨维云这样
的“教学”直播间并非个例。它们的受欢迎，真实
地映射出被现代人视为是最基础技能的“识字”，
对一些人而言依然是遥不可及的“刚需”。这个特
殊的群体，因为不识字可谓处处受限——— 难找工
作，不敢社交，乃至独自出行都成问题。他们最需
要的就是免费（低价）、专业的教学“启蒙”。借
助于互联网平台和像杨维云这样热心的教师，他们
中的一些人看到了希望。但除此之外，我们的成人
教育体系，是不是需要对这部分群体予以更多更普
惠的关照？

旅拍要美更要好
  据经济日报，受疫情影响，人们出行受到一定
限制，但出游愿望并没有消解，反而更加渴望和珍
惜出门旅游的机会。从北京故宫、西安大唐不夜城
到西南民俗村寨的旅拍，体验式消费为旅游市场带
来了更多新玩法，受到消费者欢迎。
  旅拍是一种体验式消费，受到越来越多人青
睐，不过要想让旅拍从消费者的一时喜好变成长久
的出游标配，还需从提供更专业的服务、更匹配的
场景和更规范的监管等方面入手，规范旅拍行业的
发展。
  很多旅游景点为吸引客流，已经开始把旅拍作
为卖点进行推广，并提供相应服务项目。要想让这
种体验式消费满足人们的需求，吸引更多客流，应
当站在受众的角度开拓市场。从消费者的选择看，
相比自然景观，一些人文景观往往更契合旅拍，正
是那些不同地域各具特色的文化魅力促成了旅拍从
婚庆消费走向旅游消费。因此，主打文化历史特色
的旅游景点不妨依据自身优势，将服装租赁、快速
拍摄与线路规划等服务进行综合设计，为游客打造
一些主题鲜明更具场景感的旅游环境。

文化市场服务水平待提升
  据经济日报，日前，江苏省消保委针对部分影
院拒绝为消费者提供电影票“退改签”服务的问
题，发文表示此举有违公平原则，应有条件地允许
消费者“退改签”。网友纷纷支持，并留言分享自
己在文化消费中遭遇的服务问题。
  对此，《“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提出，
“加强文化 市场信用体系建设，提升文化市场服
务质量，强化文化市场管理和综合执法”。对只追
求一时增长，不注重提升服务意识和服务质量的企
业加强监督管理。近些年，已有不少只卖商品的文
化企业昙花一现、一些网红景区销声匿迹，服务意
识缺位导致的后劲不足值得反思。坚持以满足人民
群众需求为核心，聆听真实诉求、改进服务水平，
让人们心满意足地消费、成为“自来水”和“回头
客”，才能使市场长久兴旺。
  值得注意的是，推进文化消费配套服务持续优
化，须站在消费者和经营者两个角度看问题、求解
法、办实事。比如，一些影院称限制电影票“退改
签”是为了制约恶意购票“锁场”“刷票房”等行
为，保障上座率和票房收益，这种说法确有一定道
理，但因此误伤普通消费者的利益，未免得不偿
失。因而，文化市场服务规则的制定和完善，应平
衡好经营者与消费者双方的合理诉求，避免“一刀
切”可能带来的后遗症。要根据实际情况、汇总多
方意见，找准问题后综合施策，既推动行业发展，
也实现各方共赢。

拓宽文学价值

激发创造活力
  据人民日报，《长安十二时辰》《特战荣耀》
等一批由网络小说改编的影视剧，近年来成为收视
亮点。网络文学改编影视剧形成潮流已有10 余年
时间，不同题材、不同类型的网络文学影视改编全
面开花，这对进一步释放网络文学潜力，激发文化
产业的活力与创造力提供了丰富经验。
  对影视行业来说，网络文学有许多先天优势，
非常适合影像呈现。庞大的写作人群带来丰富的内
容素材，不同领域的作者往往通过新鲜地道的知识
背景、真实可亲的生活质感，引发普通人共情共鸣
的观察思考。近年来网络文学领域中越来越多的
“行业文”被转化为荧屏上的“行业剧”，为视听
领域注入鲜活的现实气息。
  梳理网络文学影视改编中口碑出众、收视亮眼
的佳作，会发现这些作品的共性是坚持内容为王，
在影视转化的各个环节上锤炼品质、精益求精。从
文字到影像，改编需要发挥视听艺术魅力，放大原
著亮点。改编电视剧《大江大河》通过富有影像质
感的细节还原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社会风貌，让
波澜壮阔的改革故事走进人们内心。
  网络文学影视改编带来的不仅是文艺成果，还
带动细分内容生态的发展和新兴文旅模式的出现。
网络文学与影视的影响力叠加，为许多故事发生
地、影视取景地带来人气。成都的科幻产业、杭州
的游戏产业等，体现出文学、影视、旅游的整体联
动，文创业态不断升级。期待网络文学的丰沛资源
能促成更多高质量的文艺产品和文化服务，更好地
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
   （□记者 张依盟 实习生 马骁 整理）

  □ 本报记者 朱子钰
   本报实习生 陈晶晶

  要说2022年当之无愧的口碑综艺，《快乐
再出发》似乎可以提前预订一个席位。节目选
择友谊长达15年的6位艺人陈楚生、张远、陆
虎、苏醒、王栎鑫、王铮亮作为嘉宾，展示了
明星圈中去伪存真的亲密关系，还原了娱乐圈
中层艺人生活的本来面貌，制造出不少笑点。
《快乐再出发》播出半月后播放量便宣告破
亿，豆瓣评分高达9.6分。
  复盘节目走红的历程，情怀是许多人想到
的第一个关键词，但《快乐再出发》又不止步
于此，最起码它没有简单地消费情怀。由于6
位艺人都有着迥异于娱乐圈流量王的特殊情感
经历——— 他们是多年前经由粉丝短信票选出来
的国内“顶流”，青春时期红遍大江南北，熟
龄时期无人问津，没有逃脱被快速发展的互联
网社会“雪藏”的命运。在节目中，嘉宾借酒
精呈现出自身与时代之间无法释怀的痛苦心

境，悄然揭示了大龄“秀人”的职业危机，恰
好戳中了“高压社畜”的情感共鸣。这也预示
着《快乐再出发》的成功出圈，并非古早粉丝
的圈地自萌，它成功打破时代壁垒，用真情
怀、真状态、真热爱与大众群体构成紧密的情
感联系。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梁永安认为：“关于
情感部分的私人领域在过去大多是遮蔽的，但
它恰恰与每个人密切相关。”《快乐再出发》
抓住了观众对熟龄明星窘迫近况的探寻心理，
将隐藏在艺人私人领域的情感体验展现在大众
视野下，供观众去讨论与共情。观众是否在
《快乐再出发》中获得他们想要看到的东西？
答案是肯定的。如今，部分明星偶像的公信力
急转直下，但《快乐再出发》提供了大众对于
明星生活想象的一块碎片。
  在以往的综艺节目中，艺人出国游、穿着
高奢定制款服装屡见不鲜，《快乐再出发》中
的嘉宾却开着即将报废的五菱宏光奔驰在海滩
上；在荒岛求生一日，疲惫的6人在打折套房
的大床前合影后，纷纷选择睡沙发或地板，将
柔软的床铺留给挚友；他们在路边的大排档里
讨论曾经的音乐梦想，将节目组简陋的餐食当
作佳肴，他们分食馒头与鸡腿，用心品尝赞助
商提供的泡面；为了吃上下一顿饭，6人甘心

在小网剧中做台词少得可怜的群演，即便仅有
一秒钟镜头，也要拿出自己的最佳状态，将低
成本小网剧演出高质量的大银幕感。如此种种
表现，被网友戏称为“要饭区爱豆”，但这种
反差感带来的喜剧效果是一种“含泪的微
笑”，因为发生在屏幕中的这一切，不正是奔
涌在时代潮流之中拼命生存的“打工人”的真
实写照么？正因为身处娱乐圈的“底流”，6
人组更加了解生活的不易，他们认真地观察社
会、观察大众、观察人间疾苦，体恤群演、体
恤导演组的工作人员，以至于苏醒不由自主地
感慨道：“与他们相比，我们已经太幸运
了。”
  真诚是幽默的捷径。总有一些明星真人秀
的综艺将“圈内人”的矫情、偏狭暴露无遗，
《快乐再出发》则彻底拆除了嘉宾此前费力贴
上的标签。在这一场熟人局中，6人的前尘往
事不再成为摄像机前难以启齿的禁忌词，众人
肆意调笑王栎鑫的离婚梗、苏醒的雪藏梗，嘲
笑张远的婚庆歌手经历，调侃兄弟团别出一格
的“呼噜声”，自嘲自身的“不红”经历，用
“脱敏治疗法”表明了自身与过去的坎坷、当
下的低谷和解的决心。陆虎、张远、王栎鑫休
闲时模仿恐龙、母鸡和癞蛤蟆，认认真真地为
观众逗趣，真诚是他们实现幽默的路径，让综

艺回归到了它的本来目的——— 让人快乐。在节
目中，明星不再是普通人难以触及的高岭之
花，与粉丝之间也不再是追捧与被追捧的关
系，这群曾经站在舞台上激情创作的热血青
年，此刻更像是观众久居身畔的旧友，他们可
爱而有趣，踏实而努力。
  网友幽默地将“快乐再出发”调侃为“快
乐再就业”。一笑了之背后真正的意义在于：
社会不会埋没真才实干之人，历经短暂的怀才
不遇之后，只要坚持信念，时间一定会给你一
个结果。在一场海边音乐会的高潮时期，陆虎
突然停下节奏，面向镜头真诚推荐圈内好友郭
一凡的音乐作品，感慨如此优秀的唱作人需要
一个亮相的机会。这一口突如其来的“安
利”，触动了“矫情过敏”的苏醒，他动情地
说：“虎子总是希望去帮他能够帮助的人，在
我心里，他就像是一个美好的‘小姑娘’。”
而这样的互相帮扶、惺惺相惜同样发生在6人
团队里，“蘑菇屋”的临时工业务是陆虎发在
待业青年微信群里，因为对待节目的认真和真
诚，让他们捧起了“铁饭碗”，成为今年的综
艺黑马。所以真正有实力的人从来不会永远是
“人间底流”，他们只需一个机会就能脱颖而
出，更何况，在“再出发”的路上，他们从来
不是单枪匹马。

真诚是幽默的捷径

  □ 本报记者 田可新
   本报实习生 王怡娴

  近两年，预制菜火了。食品企
业通过工业手法对各类菜品原料进
行处理，再通过中央厨房集中生
产，用技术手段进行保存，如此生
产出来的便捷特色菜品，新鲜度和
味道都有一定的保障。对消费者来
说，预制菜还省去了食物采购的麻
烦，简化了煎、炒、焖等制作步
骤，黑椒牛柳、宫保鸡丁、蒜蓉小
龙虾……以往，做一道“硬菜”耗
时又耗力，而今，可以直接购买包
含辅料的半成品，通过加热或蒸、
炒等方式，就能出锅上桌。随着
“宅经济”的勃兴，以及餐饮行业
的变革趋势，预制菜在餐饮行业中
扮演的角色愈加重要，甚至出了
圈，带动了消费端市场大热。
  火热的背后，留下了一串问
号。如是烹饪，让懒人直接变厨
神，是否是对传统饮食文化的一种
消解？五分钟出锅的预制菜，尚有
多少锅气可存？

缓解“厨房焦虑”

  走进各大商超，预制菜、快手
菜铺满冷冻柜台；点击外卖App ，
预制菜、快手菜位列热销专栏；打
开不少人家的冰箱，包装精美的鱼
香肉丝、菠萝咕咾肉成了必囤的美
味；诸多大V的直播间里，老坛酸
菜鱼、蒜蓉凤尾虾成了爆品……根
据艾媒咨询的相关行业报告称，
2021年的预制菜市场规模达到3459
亿元，预计2026年将突破万亿元。
据了解，目前国内预制菜相关企业
达到6.67万家，近十年的预制菜相
关企业注册数量呈上升趋势，并且
这一趋势将继续保持。
  “消费端的预制菜，在整体的
预制菜销售市场上，占比不超过
10%。是供给端把预制菜的概念给
炒火了，所以市场需求爆发，下场
参与的企业井喷。”济南好煮夫快
餐有限公司董事长窦大海告诉
记者。
  供给端能炒火这个概念，也是
因为这个概念恰好击中了都市人的
消费心理，特别与年轻人的生活习
惯相匹配。文化学者苟瑞雪则认
为，这其实有效缓解了一种正在弥
散的“厨房焦虑”。一方面，在疫
情影响下，外出就餐不方便，宅家

下厨频次明显增多，对于相当一部
分的90后、80后甚至70后而言，实
现“洗手煲羹汤，日日不重样”，
难度颇大。另一方面，都市生活节
奏偏快，高强度的工作压力，让许
多上班族在8小时之外的时间更偏
爱“躺平”，实在不愿意把精力再
花在买菜、烹调上。如同曾经流行
的方便面、速热盒饭一样，预制菜
概念的输出，最核心的特点也是
“短、平、快、省”，且在口味、
品类上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性，无疑
解决了上述两方面的生活难题。
“算不上解燃眉之急，但越来越成
为都市‘懒人’们的生活刚需。”
苟瑞雪说。
  预制菜甚至还满足了一部分人
走向精致生活的愿望。预制菜在消
费端的普及，让人们“既想吃点好
的，又不想做或者不会做”的愿望
轻松达成。极易上手、“傻瓜式”
操作，更让那些头痛“放盐少许，
文火慢炖”到底何解的“小白”有
了迅速变身“大厨”的成就感。有
的年轻人借此拍照发圈“秀厨
艺”……“这也是拓展社交圈层的
一种方式。哪怕这种‘精致感’有
点刻意，但不可否认，其间透露出
的快乐和自在是真实的。”苟瑞
雪说。

是讲究还是将就

  吃预制菜的人到底是讲究，还
是将就？热爱预制菜的生活，到底
是精致，还是粗糙？截至目前也未
有定论。
  争论背后也反映了其与传统饮
食文化的冲突。国人饮食追求色、
香、味、形的和谐一致，更追求制
作工艺过程中彰显的匠心。古人
云，“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一
道道工艺精良的中式菜肴展现出中
国传统文化的底蕴。拿文学作品举
例，其间就能折射出中国人吃得能
有多精细。根据学者的考究，《红
楼梦》中所描写的菜肴和西点就高
达186种。
  现实中，一些经典名菜烹饪也
繁复并独具深意。鲁菜的招牌菜品
九转大肠，其下料狠、用料全，制
作时先煮、再炸、后烧，出勺入
锅反复数次，直到烧煨至

熟，最终呈现出来的菜品要棕红色
饱满有光泽，入口爽滑软烂，酱汁
浓郁。有人评价其把中国菜的酸甜
苦辣咸五味全部糅合在了一起，好
似五味杂陈，让人吃下一口就犹如
品味人生一般。“能品出层次感，
甚至有所感悟，这才是烟火人间，
食之大美。”美食内容自媒体人三
岗认为，这也是为什么一些美食爱
好者，对某家餐馆、特定的大厨、
独门秘制的菜品情有独钟；为什么
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系列能够
成为现象级的爆款的原因。
  日前，在东方甄选直播间内，
智纲智库创始人王志纲与俞敏洪、
董宇辉聊天时称，“我从来不吃，
预制菜是猪狗食。”此言一出立马
冲上热搜，引发网友热议。即便如
王志纲后来解释称，自己其实乃
“心直口快”，但如是表述显然不
妥。毕竟预制菜能够风靡还是适应
了市场需要。而选择预制菜的大部
分食客，最看中的卖点也不在于其
口味，而在其效率喜人、省时省
力。在济南盒马鲜生超市中购买了
“湖南风味小炒黄牛肉”（预制
菜）的黄先生就对记者坦言，“只
要口味还原到七八成，我就能接
受。”

前路在何方

  其实，预制菜自古有之。从某
种意义上来说，火锅也是一种预制
菜。南宋诗人林洪在《山家清供》
里就讲到了涮兔肉片，并名曰“拨
霞供”，以对照“浪涌晴江雪，风
翻晚照霞”的美景。而且，火锅这
种预制菜也讲求礼数的，如在东北
吃火锅，主人得将菜摆放规矩，前
飞（禽）后走（兽），左鱼右虾，
宛若“众星捧月”以示尊敬。从这
个角度说，如果多作挖掘，预制菜
也能和消费者一起研究如何做，怎
么吃，品出一定的文化味儿。
  而文化为美食赋能，大量的相
关非遗项目就是富矿。比如潍坊就
以“非遗美食+预制菜”模式，已
挖掘包含富郭庄芥末鸡制作技艺、
临朐全羊制作技艺、隆盛糕点制作

技艺等在内的预制菜美食非遗项目
52项，由此还带动了高密菜刀制作
技艺等10项预制菜产业链相关非遗
项目发展。有了智能科技的加持，
在对经典菜品的精准还原、实现技
术创新与传统文化保护的平衡等方
面，便有了更大的可能、更多的选
项。非遗美食项目由制作技艺走向
工艺，也意味着其以及相关产品完
全可以打开通道，将内在的文化意
蕴相勾连，推出更多有品质的地方
特色系列产品，让更多历史悠久、
风味独具甚至独门秘制的预制菜，
成为地方新名片。
  现实中，人们对预制菜，还有
诸如“菜肴名不副实”“食材不新
鲜甚至腐坏”“添加剂过多”的吐
槽。发展创新美食文化，核心是要
保证产品的安全、营养和美味，这
是预制菜文化能摆上百姓餐桌的基
本条件。“常温预制菜和冷冻预制
菜，在加工的过程当中，食材要经
过各种高温和低温的处理，食物的
口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所以
我们一直想要做好冷鲜预制菜，这
种预制菜对食材的破坏度小，保鲜
度和口感还原度最好。”窦大海告
诉记者，“眼下，预制菜的概念火
起来了，传统的大型企业和一些中
小企业扎堆下场参与。带着这样的
热度，预制菜未来怎样发展，还需
要冷静思考。怎样真正传承中华美
食文化，得靠符合市场实际的规划
和有力的政策引导。”
  在推动产业生产标准化、机械
化、自动化和智能化的同时，还可
以针对目标人群进行精准的研发。
“当下的预制菜产业，能否在走向
大众的同时走向精细？借助AR、
VR 等技术，可否对产品进行历史
文化溯源，介绍风味形成的机理？
针对三高人群、熬夜大军，有没有
更加贴心的健康菜、附加提供养生
食谱贴士？”苟瑞雪说，预制菜要
想在消费端稳住人气，就不能仅仅
追求量产复制，可以让产品再多点
人情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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