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的年夜饭上， 一定要有
一道菜———蒸鱼。 这条蒸鱼上面
洒满了红红的剁辣椒，五谷丰登，
辣椒代表着红红火火， 而这蒸鱼
的美味和意味， 则是代表着年年
有余。

几双筷子的觥筹交错之间，
孩子的小脸红彤彤， 蒸鱼的味道
飘香四里，这时候，变身为李锦记
蒸鱼豉油的小黄豆， 才算是完成
了春节归途。

每个年夜饭都少不了李锦
记，这是一个拥有128年历史的品
牌，仰赖消费者的喜爱，从一个小
作坊成长到现在拥有蚝油、酱油、
酱料超过200款产品在100多个
国家拥有强大分销网络的调味品
王国。

李锦记走入了千家万户，但
谁也不知道在用心酿造味道的背
后， 一颗小黄豆是怎么从农田走
到餐桌的。

100-1=0，
每粒黄豆都经过严格挑选

在数学逻辑上永远不成立的
“100-1=0”， 却是成就李锦记百
年的鲜味方程式。 就算之前所有
的程序都做到100分，但是有一道
程序扣了一分， 那么到餐桌上那
就是零分。李锦记实行“从农田到
餐桌”的全程管控，从种植采购、
原料运输、食品加工、分销物流、
品牌推广、上架销售等每个环节，

李锦记都记录在案。 若有一个环
节出现任何问题时， 李锦记可以
迅速追溯到该产品的源头， 立即
进行有效监控。

为确保酱料的鲜味， 李锦记
从源头抓起，确保原材料质优、安
全、卫生。以酱油为例，李锦记除
了派出质量专队实地监控黄豆种
植之外，对采用的优质黄豆，更是
严密筛选，确保每一粒的安全。这
些对原材料的监控， 可谓是李锦
记百年鲜味方程式“100-1=0”的
最佳见证。

30多道工序，
酿造出航天员使用的酱料

一瓶小小的酱油， 背后的故
事却不简单：从农田到餐桌，全程
监控系统，从原料种植到生产、加
工、 配送等供应链的每一环节都
受到严格监控； 生产过程超过30
道工序、200多个质量控制点，确
保全过程在无菌环境中生产。同
时， 还引进全球SAP资源管理系
统，实施物流即时跟踪，短时间内
即可实现客户与原料间的双向追
溯，保障食品安全。

正是因为李锦记对品质的持
续坚守，在2008年，李锦记成为北
京奥运会酱料供应商；2010年，
李锦记酱料产品为上海世博会提
供服务；2012年起李锦记入选航
天食品，成为“神舟九号”、“神舟
十号”飞船宇航员使用酱料。

年年有鱼，年年有新滋味

每年餐桌上的蒸鱼味道是怎
么来的？ 李锦记了解到消费者在
家中蒸鱼的时候，制作方法繁琐，
口味难以把控。

李锦记第三代传人李文达先
生在餐厅品尝美味蒸鱼的时候，
灵感突现， 希望每个人都能在家
里享受星级餐厅的美味。 李锦记
团队经过多次测试， 终于研发出
一款持续经典产品———李锦记蒸
鱼豉油。 它选用上等黄豆酿制而
成，豉香浓郁，味道鲜甜，使用方
法简单便捷，实现了蒸鱼美味，一
步到“味”！

李锦记不断研发出多款新产
品， 满足了不同消费者个性化的
口味需求。“如今， 李锦记已拥有
了蚝油、 酱油、 辣椒酱、XO酱等
200多款产品。除了满足家庭的需
求之外， 还凭借质量好、 口味多
样、使用方便等特点，为厨师提供
了创意和开发新菜品的条件，让
一些中国菜化繁为简， 得以推广
和普及。”李锦记中国企业事务总
监赖洁珊女士介绍， 比如李锦记
薄盐醇味鲜酱油， 盐分比普通酱
油至少低25%， 达到高效的减盐
效果， 该产品更能激发食材本味
的鲜美，做到了“减盐不减鲜”，美
味更健康。而新春之际,李锦记在
全国各大卖场推出“灵猴献瑞蚝
有财” 的活动,�消费者买调料得
好礼，欢欢喜喜把财神带回家。

年年有余，李锦记的年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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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店是卖书的地方，
不是看书的地方，不买书就
得出去。”

近日，一段小视频引发网友
关注：一位女士在呼伦贝尔一家
书店内与店员发生争执，起因是
这位女士的孩子在店内看书被
该店店员撵出。该店店员表示。

肖玉水： 看书去图书馆啊，
你买书愿意买那些被人翻皱了
的书吗？

蟋蟀：原来我小孩周末也常
去书店看书， 只要不闹爱护书，
店员从来没说过!

一一睡神：不是坐在地上看
书，熊孩子是坐在书架上的。

忽悠：书店撵走读书人也不
对，应该是以说服教育为主。

一些地方政府嫌税收不够
用，就采取“费来凑”的办法，通
过收费增加政府和部门收入。
广东一家包装设备的企业负责
人诉苦说， 一年到头各种收费
加在一起有几十项之多。（2月
1日《人民日报》）

经济低迷，税收收入减少，
特别是国家推行减税政策的情
况下，地方以“税改费”的方式，
保证收入不降低， 应是意料之
中的事。实际上，问题还是老问
题，就是“下有对策”；尽管中央
有文件，国家有法律，但行政权

力在地方仍是“老大”。
很多的经济问题“困局”，

其实都是权力困局与权利困
局。权力困局，是说行政权力不
守规矩，没有边界意识；权利困
局，是说投资人、企业的合法权
利在行政权力面前非常弱势，
缺少有效的救济机制。 地方搞
“费来凑”， 以各种名义伸手向
企业要钱，就是两种“困局”的
典型体现。 而经济领域中的很
多问题所以长期不能从根本上
得到解决， 市场机制很多时候
都败给了行政干预， 其实就是

权力困局与权利困局的问题一
直无解。 上面出台了很多的好
政策，但一到了地方基层，马上
就可能不是那么回事了。

中央关于企业减税减负的
政策尚未全面铺开， 一些地方
搞增加收费已是如火如荼；不
让它多收税， 但行政权力可以
创造出很多的“权力税”。当然
了，对这种问题也可以治理、清
理， 但只要清理不掉地方政府
自我授权的能量， 任何治理与
纠正，最终都可能疲于应对。

■马涤明

一年半内非法吸收资金500
多亿元，95%以上项目是假的,受害
投资人遍布全国31个省市区……
1月14日，备受关注的“e租宝”平
台的21名涉案人员被北京检察机
关批准逮捕。(1月31日新华社)

“e租宝”的教训可谓惨痛，始
作俑者必将依法受到严惩。痛定
思痛，总结、汲取其中的教训，莫
再重蹈覆辙，此际则尤为重要。

首先， 投资人须检讨自身，
投资时有没有忽略高回报背后
的高风险。“e租宝”广为人知的
宣传口号是：“1元起投， 随时赎
回，高收益低风险。”很多投资人
事后表示，当时就是轻信“e租宝”
保本保息、灵活支取的承诺才上

当受骗的。其实，稍有投资常识
的人，都应该知道，高回报必然
隐藏着高风险。“高收益低风险”，
这样的宣传本身就有违常识，是
要引起警惕与怀疑的信号。因此，
之所以轻信，原因还在于“无知”。

低利率时代，很多人都有投
资保本增值的现实需求。民众一改
过去重储蓄轻投资的观念，这本身
是一种观念进步，也是互联网金融
得以蓬生的现实基础。但是，仅有
投资的需求和观念的改变， 在风
险社会里，远远不够，还必须不断
提高自己的“财商”。否则，过于急
切的投资需求与转变过快的理财
观念，会形成盲目投资的冲动，成
为堕入投资陷阱的内在动因。

其次， 对于监管者而言，在
互联网时代， 也须适应新形势，
研究新动态， 防止某些老骗术、
旧伎俩披着“互联网+”的画皮，
为害人间。案发后，“e租宝”的
幕后负责人都承认——— “‘e租
宝’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庞氏骗
局。”换言之，“e租宝”实质上就
是金融传销。 其大规模造假，原
本早就当引起监管部门的监控
与注意。如今短时间内祸害蔓延
如此之广巨， 一是“互联网+骗
术”的技术威力使然，另一方面
也与监管部门的后知后觉有关。
互联网金融是创新， 需要探索，
允许试错，但宽容并不意味着放
纵失察，监管者更须倍加警觉互

联网形势下违法犯罪玩的“变形
计”，不能换了“马甲”就不认识。
“e租宝”对创业者也是个深刻的
教训。互联网给创业者以更多创
新灵感与创业机会， 但创新、创
业必须建立在真实、诚信、合法
的基础上，不骄不躁，稳步前进。
否则，做到“e租宝”500亿的规模，
也是危如累卵，随时可能坍塌。

最后，要提醒的是，“互联网
+”是新技术时代下提供的新机
遇与新可能，但必须给“互联网
+”去魅。当以平常心对待“互联
网+”，不是说“互联网”一加，就
加出了奇迹，那也很可能加出了
轨，甚至根本就是个骗局！

■本报评论员 赵强

“看好中国，这才是国际主
流。”

———《人民日报》日前刊文
称，“唱衰” 中国经济的声音还
是有，不过，耸人听闻的放言同
事实之间的差距毕竟是显而易
见的。

“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对全
球经济， 尤其是发达经济体经
济的影响被夸大。”

———中国2015年经济增
速放缓引发市场对中国经济减
速外溢效应的担忧。对此，高盛
首席经济学家哈哲思表示。

“ 租宝”巨案的几点教训

“费凑税”好比“权力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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