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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莫哈维沙

漠有片不毛之地，极度
荒凉和干旱，绝大多数
植 物 无 法 在 这 里 生
存。三齿团香木是个
例 外 ，已 经 在 这 里 生 存 了
12000 多年。它为什么能在
如此恶劣的环境条件下独领
风骚？诀窍只有一个字：慢。

长得快必然消耗大量水
分，三齿团香木懂得这个道
理，所以它非常注重保持能
量。如果老天长期没有降
雨，三齿团香木就像某些动
物一样进入休眠的状态，停
止生长。当期盼已久的降雨
来临时，它会立即“苏醒”，尽
力吸纳少得可怜的雨水，为
生长做好储备。即使有了水
分，它也不会快速生长，而是
采用缓慢生长的策略，尽可
能地减少消耗。它甚至都不
结种子，而是无性繁殖，靠根
部发芽，长出另一个新茎繁
衍下一代。

植物学家曾经对这里的
三齿团香木进行过跟踪测
量，在40年的时间里，它们长
高了不到 3厘米。这是何等
缓慢！恐怕没有其他植物比
它长得更慢了。

然而，就是凭着慢，三齿
团香木的耐旱能力才异常惊
人，才能在这里繁衍生息。从
最初一根单一的古老茎开始，
向外缓慢扩张，虽然一生都长
不高，却独占了这片区域。

由此可见，慢，也
是一种智慧。

（摘自《新周报》）

“安史之乱”后，杜甫带
着一家老小到了四川成都。
在朋友们的周济下，他建起
了一间草堂。草堂建在成都

郊外，很荒凉，周围只有八九户人
家。半年后，杜甫喜欢上了这样散
淡的生活。一次，杜甫散步经过某
农夫门前。农夫和他很熟，就把他
拉进门，留下喝酒。杜甫事后写
道：“步屟随春风，村村自花柳。田
翁逼社日，邀我尝春酒。”

草堂南面住着一位老儒生。
杜甫在《南邻》一诗中将老儒生称
为“锦里先生”，“锦里先生乌角巾，
园收芋栗未全贫。惯看宾客儿童
喜，得食阶除鸟雀驯”。杜甫认为
这位邻居是个隐士，“看君多道气，
从此数追随”。

住在草堂北面的老人，曾担任
过某县县令，他和杜甫一样，酒量
大，喜欢写诗。杜甫在《北邻》中写
道：“明府岂辞满，藏身方告劳。青
钱买野竹，白帻岸江皋。爱酒晋山
简，能诗何水曹。”

年轻女子黄四娘，也是杜甫的
邻居。她的家门口每到春天繁花
似锦、蝴蝶飞舞、娇莺鸣叫，是个赏
心悦目的好地方。于是，杜甫写
下：“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
枝低。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
恰恰啼。”

杜甫在草堂住了四年，留下了
240多首诗。他在面临困境时，滋
生了焦灼和惶恐的情绪，是这些淳
朴善良的邻居们，客观上清除了他
的负面情绪。他才得以安心写出
一首首诗，留给后人阅读。在杜甫
诗歌的闭环里，没有一个人、一样
物件，是可有可无的。

（摘自《今晚报》 季
湘/文）

上架 2月超 5万用户下
单，“丑可爱”惹人爱

“微笑西红柿”艳红饱满，但
外皮上留下了长条形印痕——

“哥脸上不是伤，是被自然吻过
的地方”；“嘟嘟冬瓜”上的小
坑，像嘟起的嘴巴；“窈窕胡萝
卜”只有手指粗，长短参差不
齐；“胜利山药”长得最“抽象”，
顶端的分叉如同张开了一个巨
大手掌，同款的卡通形象，一手
举奖杯，一手伸出两根手指，比
出“胜利”姿势——“要想胜
利，不能省力”。

这些丑萌丑萌的蔬菜，属
盒马新推出的“丑可爱”系
列。在和供应商合作过程中
盒马发现了“丑蔬菜”的浪费
现象，尤其是根茎类植物，由
于深埋地下，如出现畸形很难
第一时间处理，就长成了卖相
不好的“丑蔬菜”。”

卖相不好，顾客会买账
吗？“我不太在乎的，只要不是
磕碰后不好保存，丑一点没关
系。”80 岁的上海爷叔汪先生
精打细算，600 克的迷你有机
冬瓜，“丑可爱”款比普通冬瓜
便宜了一元四角钱。整个系
列定价平均都只需同款蔬菜
的 5 至 7 折。“性价比挺高，值
得挑一挑。”

35 岁的王先生也不“看

脸”，考量的是蔬菜预处理的
难度。“如果不是丑得奇形怪
状不好削皮切菜，都能接受。”
而一旁的小朋友眼中，丑萌的
蔬菜甚至有着独特吸引力。
手指胡萝卜卖得最好，路过的
孩子抓上一盒就往父母购物
篮中塞。有一家三口在山药
堆前选购半天，挑了个与胜利
手势最相似的。“长得挺怪，倒
是激发了猎奇心理，我女儿就
爱尝试这种新鲜事物。”

盒马可持续发展总监梅
旭明告诉记者，4 款“丑蔬菜”
上架 2 月，已有超 5 万用户下
单。根据盒马和自然资源部
宣教中心数据测算，“丑蔬菜”
项目上线以来，每周可以减少
约4吨食物浪费，优化19亩土
地资源利用效率。
“丑蔬菜”会迎来新命运吗

在聚光灯之外，一颗普通
的“丑蔬菜”，会经历怎样的命
运？

来自“中国蔬菜之乡”的寿
光农业农村局研究员文延年介
绍，农业概念里的“丑蔬菜”，可
分为畸形果和一些特殊品种。
后者以丑番茄为代表，在市面
上不多见，因其丑出了特色，而
多用于观赏展示。

而对于畸形果，因其不具
备商品性，在生长过程中一经
发现“丑”的苗头，不等成熟就
会被第一时间摘掉，以免抢夺
其他果子的营养。堆肥还田，
是众多“丑蔬菜”的归途。也
有一些老农民不舍得，会把未
及时发现的“丑蔬菜”，带到农
贸市场或市集上低价销售，菜
价往往只有正常价格的十分
之一。

“‘丑蔬菜’的产生，在农
业中只能尽量控制，但无法避
免。”文延年解释，大部分“丑
蔬菜”的产生是因为受到了不
良的环境影响，其中温度是关
键的变量。高温、冻害，会造

成西红柿裂口，让黄瓜长出大
肚子和尖嘴。在冬季，如未做
好保暖，高个子的彩椒会矮缩
成扁扁的蟠桃状，严重时可导
致 30%的畸形率。“虽然外形
奇葩，但根据目前的研究，‘丑
蔬菜’与普通蔬菜在营养和口
感上并无明显差别，有的‘丑
蔬菜’甚至可能更好吃。”

目前，随着种植技术和管
理手段的提升，采用“寿光模
式”的“丑蔬菜”出产概率，已
能做到小于1%。按照这个趋
势，未来，“丑蔬菜”会从我们
的生活中消失吗？

有专家认为，考虑到全球
气候变化，极端气候对农业生
产的影响，“丑蔬菜”或许会更
多，中小型农户将面临更大考
验。

“面对极端天气，农业生
产的响应往往没有那么快，我
们正在和中国农科院合作，联
合 开 展 气 候 适 应 性 农 业 研
究。”梅旭明说，此外，盒马也
想探索建立新的蔬果品控标
准。“丑蔬菜”千奇百怪，丑到
什么程度的蔬果可以上架销
售？裂缝占蔬果面积的比例
不能超过多少？都需要企业
在实践中逐渐摸索并制定出
市场可接受的标准。

（据潮新闻）

善良不是可以做给
别人看的一件事，它是一

件愉快并且自然
而然的事。

——梁晓声

家务不属于男人，也
不属于女人，属于看不下
去的人。

——谁痛苦谁改变
（摘自《新周报》）

大龄农民工干不动、留不
下，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选择更
多、不愿进工地……十年间，建
筑业农民工减少1500万人，离
开建筑工地的农民工去哪了？

有的等退休，有的想转行
8月20日天不亮，张军被

疼醒，最近他的腰椎滑脱症又
犯了。想着还有不到两年就可
以退休了，他咬咬牙翻身，半睡
半醒地休息着。如今，他是工
地上年龄最大的一个，从辽宁
朝阳带他出来的包工头赵大哥
已70多岁、回老家带孙子去了。

2019年开始，全国多地发
布建筑业“清退令”，60周岁以
上男性、50周岁以上女性被禁
止进入施工现场从事建筑施
工作业。这几年，工地招工越
来越年轻化，新来的小伙子再
也不“张哥”“张叔”地叫着张
军，而是唤他“张大爷”。

入行40年，张军在工地上
见证了建筑业的辉煌。第一
次上工地时，张军才18岁，小

学毕业没啥技能，但有使不完
的力气，让学啥就学啥，力工、
水泥工、架子工、钢筋工、瓦工
他都干过。

张军回忆说，那时候村里
拉起来的施工队有50多人，如
今只有12人，其中新招的只有
3 人。队伍里年长的除了张
军，还有49岁的李洪伟。李洪
伟是木工，由于工地的活变少
了，最近正想转行去干装修。

“早些年，支混凝土模板、制作
木屋盖及木门窗，工地上的木
工活可多了。这几年，变成了
在工厂造出半成品，拉到工地
一拼接就完事了，根本不需要
那么多工人了。”李洪伟说。
新生代农民工有了更多选择

如今，越来越多的农民工
找工作不只看挣钱多少，更要
看性价比。34 岁的吴志强大
专毕业后辗转多个行业，也在
工地短暂地干过。他学的旅
游管理专业，如今在沈阳的一
家环保公司做甲醛清除工作。

吴志强的经历，正是报告
公布的全国农民工就业流向
变化的一个生动体现。2023
年，有 15.8%的农民工拥有大
专及以上学历，10 年前仅为
7.3%。随着文化程度的提升，
更 多 劳 动 力 向 第 三 产 业 聚
集。2023年，从事第三产业的
农民工已占总数的 53.8%，其
中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
业十年间增加近100万人。

“在家门口也能找到好工
作，为啥还要跑那么老远呢。”
许新荣和张军是老乡。家乡
在振兴乡村经济，发展特色产
业。2021年后，他没有再外出
务工，留在镇上一家食品加工
厂工作。这几年电商产业发
展迅猛，家乡的白羽鸡销售骤
增，许新荣的收入稳定且可
观，每个月到手能有3800元。

根据报告，全国农民工省
内流动的比例增长至 61.8%。
以辽宁为例，由于近年来辽宁
产业升级，相当一部分产业留

住了跨省打工的农民工，“家
门口找工作”已成为新趋势。

新趋势呼唤新政策
农民工离开建筑业，这不

仅是一个数字的减少，更是社
会发展和时代变迁的缩影。年
龄渐长、外出打工的动力愈低，
如何为他们提供适合的工作岗
位成了各地急需解决的问题。

辽宁省社会科学院社会
学研究所所长王磊认为，农民
工就业流向的变化是各行业
发展下市场选择的体现。对
此，应切实提高农民工的劳动
技能水平，让他们有能力胜任
不同行业的不同岗位，从而获
得更稳定、更高的收入。而对
农民工“家门口找工作”的新
趋势，各地方政府应结合本地
实际情况，出台一些切实可行
的支持和鼓励性优惠政策，扩
大当地农民工的就业岗位。
此外，还要治理好农民工薪资
拖欠问题。
（摘自《工人日报》8月31日）

我在工厂实习时，带我
的李师傅50多岁，他性格特
别好，每天笑嘻嘻的，我从
未见他发过脾气。偶尔，我
也能听到有人在背后议论
李师傅，说他的坏话。有爱
传话者，把原话复制给李师
傅听，李师傅微微一笑，并
不在意。

有次我和李师傅聊天，
问他：“那些人背后说您坏
话，您明明知道，咋不生气
呢？”李师傅笑着说：“生啥
气，人家说我，肯定是我有
做 得 不 对 或 不 圆 满 的 地
方。谁人背后不说人呢。
即便父母对子女，也偶有抱
怨和不满，何况同事之间，
可以理解。”

“无中生有诋毁人，也
该 理 解 吗 ？”我 不 服 气 地
问。李师傅沉思了一下回
答我：“那肯定有误会的地
方，原则性的事情必须当面

解释，但大部分事情都不用
解释，过段时间，他们自然
会绕过这个弯儿，有些结慢
慢会被时间解开。”

我继续追问：“咋不见您
背后说别人坏话呢？”李师傅
笑着说：“我年轻时也喜怒形
于色，遇到一点儿不如意就
马上爆发。我刚参加工作
时，和小刘师傅用一台机器
干活，他常常踏着上班的铃
声走进车间。我那时住单位
宿舍，步行 5 分钟就能走到
车间，每天都是我早早到车
间后打扫卫生。时间一久，
我便开始背后嘀咕小刘：不
早到车间，老让我一个人干
活。不知谁传话给了小刘，
从那以后，小刘便每天都早
10分钟到车间。”

“一次，小刘生病，我去
他家看望他，才知道他为啥

每天来那么晚。他家住得
偏僻，要步行半小时再倒两
次公交车才能到单位，小刘
的父亲卧病在床需要他照
顾，他只能来回赶班。小刘
虽然每天比我晚到单位，但
他却要比我早起两个多小
时。”李师傅感慨道，“从那
以后，我遇事不再主观推测
了。有些事情你看到的是
结果，但过程和原因或许根
本不清楚。所以，我不会背
后议论是非，有些看不惯的
事情，过段时间自然会明白
原因，那些让自己纠结或恼
火的事，皆因只从自己的角
度看问题，或狭隘或片面。”

李师傅的乐观之道就
是包容和理解，有时需要把
眼睛长在别人身上，凡事多
替他人找原因，不内耗也不
他耗。

（摘自《牡丹晚
报》逆风草/文）

近段时间，在求职市场
上，一些高校毕业生不时遭遇
骗局，被“割韭菜”。比如在一
些职业中介服务中，五花八门
的培训机构、招聘公司，以及
形形色色的所谓资深从业“导
师”，以进名企、拿高薪为诱
饵，采用虚假宣传配合社交圈

“杀熟”的方式，向求职大学生
收取高额费用。更有“黑心”
中介开发出“假实习”“培训
贷”等职场骗局，令不少毕业
生落入陷阱，最终钱财、岗位
两空。

“割韭菜”盯上求职高校
毕业生危害极大。一边是某
些公司和个人已经形成成熟

的套路和完整的上下
游链条，另一边是不少
毕业生涉世未深且缺
乏社会经验，因而极易

受到利诱，上当受骗。作为受
害方的高校毕业生处于相对
弱势，很多情况下“被割韭菜”
还不敢投诉，造成的后果越来
越严重。这一乱象如果不解
决，势必会影响就业市场的良
好氛围乃至社会的和谐稳
定。针对此，社会上下、校园
内外要形成合力，构建让“割
韭菜”行为无处遁形的坚强

“盾牌”，维护就业市场健康稳
定，为毕业生进入职场护航。

一方面，建立就业诚信体
系。将用人单位、职介机构、
毕业生和高校都纳入进来。
用人单位不得为了追求发展
利益动辄随意毁约，尤其是集
体性毁约。职介机构要依法
依规开展劳动中介服务，不得
为了经济利益越过法律红线
和社会道德底线。高校要对

毕业生加强诚信就业教育，同
时引导学生利用法律武器维
护自身权益。

另一方面，加强就业市场
治理。建立人社、教育、司法
等多部门协同治理机制，畅通
投诉渠道，加大对“黑职介”的
惩处打击力度。各级地方政
府要把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
与营商环境建设挂起钩来，着
力提升人力资源服务质效，定
期开展人力服务市场专项整
顿行动。

此外，建立就业预警机
制。实行“黑名单”制度，将不
具备服务资质或违法开展服
务的中介机构以及违法服务
项目等，列入校园招聘、社会
招聘黑名单，并向全社会公
布。（摘自《经济日报》 李正
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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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力防范毕业生求职“踩坑”

乐观之道

如是说

时论台

有所悟

善
邻

藏经阁

颜值受宠的当下，“丑蔬菜”为何热销
两条腿的胡萝卜、带伤疤的番茄、

手掌样式的山药、嘟着嘴的冬瓜……
今年6月，盒马在北京、上海和深圳的
100多家门店，上架了“丑可爱”系列
蔬菜，后又拓展至杭州、青岛等地门
店。试行2个月，消费者买账吗？一
颗“丑蔬菜”从农田到餐桌，会面临怎
样的“奇幻漂流”？

离开建筑行业的农民工去哪了离开建筑行业的农民工去哪了慢
智
慧

屋檐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