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湖北省咸丰县小村乡， 一片60亩的古树群
落历经数百年风雨， 依然枝繁叶茂。 这片林子面
积不大， 却 “藏龙卧虎”， 里面生长有香楠、 红豆
杉、 猴栗子、 杉木等上百种珍稀植物， 最长的树
龄有600余年。 守护这片绿色宝藏的是当地龙氏
家族整整12代人。 （图片及新闻来自新华网）

点评： 家族在延续， 古树群落在生长， 虽然
相对无言， 却彼此相依， 其中饱含着国人对自然
的敬畏以及对传统文化的坚守。

古树无言人有情
家族接力守护60亩古树群落

近日， 在江西南昌， 13岁男孩用圆珠笔画出
《清明上河图》。 据小孩妈妈介绍， 他从3岁开始
就特别喜欢画画， 现在提笔就能画出自己想要画
的东西， 一气呵成。 （图片及新闻来自中国青年
报抖音）

点评： 初中男生能做到如此， 让我们看到了
兴趣的重要性， 这其中也少不了家长提供的良好
环境和理解陪伴以及孩子自驱的学习能力， 真是
超强的好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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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强

凌晨5时许， 晨光熹微， 爱心粥屋内饭香四
溢， 热气腾腾的粥冒着泡儿， 发出咕嘟咕嘟的响
声。 6时许， 身穿橘黄色马甲的环卫工人陆续来
到， 排队等待打饭。 一碗爱心粥， 暖了一座城。
在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 ， 已建成了10个爱心粥
屋， 实现城区的全覆盖， 解决辖区内环卫工人等
群体的早餐问题。 （图片及新闻来自新华社）

点评： 一碗粥传递温暖， 传递了爱心， 也营
造了一个人人奉献的美好社会。

随着全国大部分地区天气转暖， 冰雪消融，
候鸟也加快了北归的步伐。 近日， 位于山西省朔
州市的桑干河湿地水利风景区迎来上万只候鸟驻
足停留。 近年来， 山西省实施了桑干河生态补水
工程， 让桑干河这条古老的河流焕发出勃勃生机。
（图片及新闻来自新华网）

点评： 如今， 人们保护青山绿水的意识越来
越强了， 环境好了， 小鸟多了， 相信未来我们的
家园会越来越好。

环境越来越美
人心也越来越美

家门口的免费早餐
解决环卫工人实实在在的问题

3月7日20时， 深圳市龙华区福城街道章阁社
区自动化培训课堂， 灯火通明、 人头攒动。 来自
贵州的年轻妈妈高生红， 一边搂着嗷嗷待哺的孩
子， 一边倾听专业老师的授课。 自2024年10月开
始， 深圳市委组织部在全市范围内探索开展就业
促进和技能提升暖流行动， 一个个结合新就业群
体、 居民群众和企业需求推出的 “AI夜校” 课程
培训， 在各个社区铺展开来。 （图片及新闻来自
新华网）

点评： 把培训课堂开到社区， 送到职工的家
门口， 真是方便又贴心， 使公共就业服务更广泛、
更深入人们的生活， 为职工成长与就业助力。

深圳“AI夜校”
为女工成长助力

用圆珠笔画《清明上河图》
初中男生的天赋离不开热爱

如今的都市消费生活真是日新月异 ， 在以
往， 绝大多数人的消费习惯是非大店不逛、 非名
店不买。 然而， 近年来遍布城市各个街角的特色
小店， 却因为其精、 奇、 特、 新， 而吸引了越来
越多的消费者。 如京城鼓楼的一条偏僻的小巷里
一家京剧主题咖啡厅， 在鼓楼一带的商圈中脱颖
而出。 不大的小店里， 处处洋溢着京剧文化元素
的氛围， 就连桌签都带有戏曲元素。 这里有不少
消费者在优雅的环境中享受着京剧文化的熏陶。
笔者惊奇地发现， 这样的特色小店， 在鼓楼一带
数不胜数， 即使地处偏僻， 也挡不住消费者前来
探店消费的步伐。

其实， 这样的特色小店不仅仅是在鼓楼一
带。 在笔者探访的京城各个区都有不少。 前不
久， 来自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开展的一项
调查显示， 80.5%的受访青年感觉近年来身边的
小店种类变多了。 交叉分析显示， 一线城市受访
青年感觉小店种类变多的比例更高 ， 为83.8%。
这是因为消费者从以往钟情超大消费场所的习
惯， 正逐渐向特色创新小店靠拢。 因为， 小店更
专， 服务更有特色， 更能与消费者在情感、 文
化、 消费中共情。 小店除了消费， 还有一些社交
功能， 这也满足了年轻消费者的消费社交的潮
流。 很多志同道合的年轻人会在喜欢的小店中经
常碰面交流， 并乐于在社交媒体上分享所到访的
小店给自己带来的快乐和满足。 由此， 很多小店
就在这口耳相传中破圈生长， 成为网红打卡地。

毫无疑问， 小店是城市经济的 “毛细血管”
和“神经末梢”， 截至2024年6月底，全国登记在册
个体工商户已经达到1.25亿户， 占经营主体总量
的66.9%，约占经营主体总量三分之二，带动近3亿
人就业。 由此可见，如此大的经济体量和就业人
群， 为中国经济的稳健增长提供了坚强的保障。

小店的快速发展， 让城市消费有了更多的活
力和消费场域， 小店通过提供手工制作的商品、
地方特色的美食以及富有个性的装修风格， 让消
费者的消费体验达到了全新状态， 从而让公众在
消费中感到了多种不一样的快乐。

笔者近一段在家门口附近的一座大型购物中
心看到， 很多特色小店也纷纷入驻这里。 如一家
新型茶楼， 也就是几十平米， 却从早上开门到凌
晨关门， 每天被络绎不绝的年轻消费者所包围。
走进去仔细看了一下， 除了装修高雅宜人外， 所
提供的茶都是新中式， 另有精致的小糕点， 每杯
茶也就是20多元， 是对传统茶饮进行改良的饮
品。 每次到这里， 都能看到几十人在排队， 似乎
不来这里消费， 就等于白来。 一个小小的茶饮都
能给消费者带来不小的愉悦， 那么， 由特色小店
所承载的众多业态的消费， 该有多大的发展空
间呢 ？

笔者以为， 小店的实惠、 性价比高， 才是打
动消费者的关键。因此，特色小店不但能成为一个
地方、 一个区域的特色名片， 还能极大地拉动消
费，带动周边的消费场所。小店提供的服务由于紧
贴民生， 这种便利性促进了居民的即时消费， 形
成高频次、 小额度的消费模式， 成为稳定消费的
基础力量。 而那些承载城市文化记忆的传统老字
号小店、非遗店铺等保留了地方特色文化，还会成
为城市记忆的符号，吸引文化消费和怀旧消费。

小店的便利性、 独特性、 创新性让城市的烟
火气更浓郁， 让宜居、 旅游的优势更为凸显。 在
某种意义上来说， 小店的多少， 种类的丰富与
否， 正成为打开一个地方消费动能的一把钥匙。

小店消费风生水起，成为
激活城市经济的动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