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 日 ，在 银 川 市 举 行 的 2024 年
“与宁相约”全区博物馆文化创意设
计大赛圆满收官，大赛以专家评审和
网上投票的方式评选出银奖 3 件、铜
奖 5 件、新锐奖 5 件、最佳人气奖 5 件
以及入围奖 64 件，但让人意外的是，
金奖空缺。

乍一看，一项比赛的最高奖项以
空缺的形态呈现在大众视野当中，着
实令人遗憾和不解。但反过来想，空
缺又何尝不是一种态度、一种呼唤。
它 代 表 着 主 办 方 不 断 追 求 卓 越 、精
益 求 精 的 态 度 和 初 心 ，也 显 示 出 对
好 产 品 、好 设 计 的 呼 唤 和 期 待 。 或
许 ，就 像 宁 夏 博 物 馆 馆 长 王 效军回
应金奖空缺时所说：“蹲下是为了更
好地起跳。”

我们都知道，立定跳远时，要想跳
得远、跳得好，就得使劲往下蹲，文创
设计亦是如此。要想弥补空缺、脱颖
而出，缩小文创设计与社会期待之间
的差距，还需“深深蹲下”苦练内功，
以期积蓄能量“跳得更远”。

当下，生活节奏加快，不少事物的
生产创造也日益加速。尤其是近年
来随着“博物馆热”不断升温，各类以
历史文化为依托研发生产的文创产
品热销市场，从博物馆玩偶到考古盲
盒，再到各式各样的冰箱贴、手机支

架、扇子……品种丰富、琳琅满目的
文创产品常常让人挑花了眼。但不
可否认，部分文创也因追求快速商业
变现，简单复制、照搬照抄，而导致产
品同质化严重，再加上过度包装、浮

于表面、质量欠佳等问题，在市场上
只是“昙花一现”，之后便很快遭遇了
冷场。与之相反，“深深蹲下”则需苦
练内功，需要沉下心来，精雕细琢、精
益求精，这对文创设计者来说，既是

一种耐力的考验，也是一场定力的博
弈。毕竟，我们不缺文化、不缺创意，
更不缺产品，缺的是能沉下心来静心
磨炼的魄力和坚持，以及甘于钻研、
精雕细琢的匠心追求。

此次博物馆文创金奖缺失所传递
出来的态度，恰是如此。产品设计不是
要“多多益善”，而是要“宁缺毋滥”，因
为文化从来都不是速成品，文创产品设
计开发更不能盲目跟风，而是要从“数
量增长”走向“质量提升”，研发出更
多具有高文化创意附加值，并能够代
表文化水平的创意产品。如此看来，
此次文创设计大赛金奖缺失，并非坏
事，相反，这是一种鞭策和激励，警醒人
们从中自我反思，重拾造物者和工匠的
尊严。

可以想见，未来，面对竞争日益
激烈的文创市场，有没有“工匠精神”
将成为一种软实力。我们 唯 有 以 此
次金奖空缺为鞭策，秉持匠心精神，
以一种持续进步和不断提高的观念，
深入挖掘文化内涵，创新设计理念，
紧跟时代潮流和消费者需求的变化，
才能创作出更多能经得起岁月考验、
在时间长廊中熠熠生辉的好产品、好
设计。

是“多多益善”还是“宁缺毋滥”
沈 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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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微语观潮

当下，无数个“牧飒”正从
大城市回到故乡，用新生代的
力量改变着家乡、宣传着家
乡，让印象中“灰头土脸”的故
乡焕然一新，把故土变成了令
人向往的“富川山居图”。

N 第三只眼

高频次参加马拉松，要耗费
大量时间，作为体育教师，不能
耽搁自己的工作。“上次参加奎
屯马拉松比赛，我先坐火车再
坐飞机，来回耗时 5 天，花费几
千元。”朱海瑾说，此次参加烟
台马拉松，也是耗费 2 天、花费
2000 多元。为了不耽搁工作，
她必须选择周末参赛，赛后迅
速返回。

每次参赛，朱海瑾都是背起
行囊独自前行。没有拍摄团队，
她就用手机拍摄奔跑镜头与大
家共享。为了多参加全国性的
马拉松赛事，她平日省吃俭用积
攒比赛费用。为了保持抖音号
不断更，她自学短视频拍摄剪辑
知识，把每天长跑锻炼和参加马
拉松赛事的视频剪辑出来，与大
家分享，目前，她已拍摄制作
300 多个短视频。

当朱海瑾从烟台马拉松赛
场回来后，中宁县文旅广电局第
一时间向她发出邀请，希望她能
配合拍一部中宁文旅宣传片。

“朱海瑾通过跑马拉松的方式宣
传中宁枸杞，体现着浓浓的家乡
情怀。她身上充满自信、阳光、
向上的正能量，我们希望借助她
好好宣传一下中宁文旅。”该局

副局长雍梦说。
网友杞名天下留言：朱海瑾

出生在中宁。从小就在枸杞姑
娘的雕塑下面捉迷藏、玩过家
家。谁知长大后，你就成了她，
变成了一个活生生的枸杞推广
人。突然有一天你灵光一闪，提
着枸杞，用脚步丈量中国……

还有网友给她留言：提着的
是枸杞，燃烧着的是信念，烟台
马拉松提篮勇夺11，何等不易！

最近，朱海瑾正在紧张备战
即将在西安和上海举办的国际
马拉松比赛。“每次出外比赛，大
家都会因为枸杞而关注我，我挺
自豪。既然我已成为大家心目
中的‘中宁枸杞推广大使’了，那
我就好好地将‘推广大使’的形
象坚持下去。我还计划参加更
多的马拉松赛事，不仅是国内
的，还有国际的，我要通过跑马
拉松让全世界了解中宁枸杞。”
朱海瑾说。

朱海瑾通过参加马拉松宣
传中宁枸杞，不仅吸引了众多跑
友和网友的关注，更影响着身边
的同事、朋友，大家纷纷通过自
己的方式努力宣传中宁枸杞，以
个人微光照亮中宁枸杞走向未
来的通衢大道。

为中宁枸杞打call

朱海瑾（前排右二）与全国跑友合照留念。 （图片由被采访者提供）

朱海瑾参加烟台马拉松。 （图片由被采访者提供）

朱海瑾：在马拉松赛道上讲述“枸杞故事”
本报记者 蒲利宏

10月20日上午，在有15个国家2万多名选手参加的烟台马拉松赛道上，一位手提枸杞篮的参赛选手——中宁体育教师朱海
瑾，引起当地媒体关注，给了她多次特写镜头。她也不负众望，以3小时40分28秒的成绩夺得烟台马拉松女子组别第11名。今年
以来，她提着枸杞，先后参加了包头、奎屯、西宁、六盘水、成都的马拉松赛事，并跑完全程，用奔跑诠释枸杞情缘，向外界推广家乡特
产。她负重长跑、阳光坚韧的形象俘获了众多马拉松爱好者的心。

今年46岁的朱海瑾是中宁县第
二中学的体育教师，她自小在枸杞
地里长大，与枸杞结下不解之缘。
每年枸杞采摘季，全家人齐上阵，
丰收的喜悦和母亲用枸杞换来的
冰棍，成为她童年最珍贵的记忆。

“我的父亲是做枸杞销售的，每年
他把枸杞卖到全国各地，不但养家
糊口还供我们读书，枸杞已成为刻
在骨子里的情感记忆。”朱海瑾说。

朱海瑾自小就喜欢跑步，先后
获得过全县小学生3000米比赛第一
名，初中组 3000米第一、第二名，还
参加过全区五项全能比赛，成绩位
居前列。初中毕业后她被原吴忠师
范学校录取，1995 年毕业后回到中
宁，先后在康滩小学、中宁二中从
教，成为一名体育教师。

由于具备体育专业优势，朱海
瑾经常组织学生参加长跑训练，自
己也养成了每天晨跑的习惯。后来
她参加了中宁“杞乐跑团”微信群，
在这里，她初步接触到马拉松赛事，
学习到跑马拉松的专业知识，并开

始参加宁夏境内的马拉松比赛。第一次参加当
地的半程马拉松，她就以 1小时 50分的成绩取
得第 14名的成绩，自此一发不可收拾。近 5年，
她先后参加了30余场马拉松比赛。

中宁是中国枸杞之乡，每年枸杞全产业链
产值 140多亿元，枸杞是家乡的名片。某一天，
对枸杞有着情感记忆的朱海瑾突发奇想：“如果
能把枸杞元素和马拉松爱好结合起来宣传家
乡，岂不是一件美事？”要在跑步装备上体现中
宁枸杞元素，最鲜明的标配就是枸杞篮。逐渐
地，朱海瑾开始在参加马拉松赛事时特意展示
枸杞元素，并成为她的“名片”。

今年 6月 10日，包头要举行一场马拉松比
赛，朱海瑾花费 1500元，请银川的手编大师给自
己设计了一套枸杞元素的跑步服装，她自己又
设计了花篮，怕奔跑时枸杞会掉，她特意请花店
老板把枸杞一颗颗粘在花篮里。“提着 1公斤重
的枸杞篮负重长跑，还要有好成绩，兼顾拿出手
机拍摄参赛镜头，难度超乎想象。到后半程，花
篮蹭破了胳膊和大腿，我忍痛跑完了全程马拉
松。”朱海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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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拉松运动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
长跑项目，吸引了众多运动爱好者和专
业选手参与。完成 42.195 公里的马拉
松赛程全程用时 3小时 40分的成绩，要
求全程每公里配速不低于 5分 18秒，朱
海瑾提着 1公斤重的枸杞篮能完成这个
成绩，可谓大众选手里的高手。

“提着枸杞篮会严重影响步幅和速
度，比我不负重跑完多费时 20 分钟左
右，而且非常耗费体能。”为此，朱海瑾
在训练中不断提升体能和耐力，从刚开
始的负重跑 2公里一换手，到现在跑 21
公里一换手，一路奔跑，一路咬牙挑战
自己的极限。

为了提高成绩，朱海瑾在腿上绑上
2 公斤的沙袋负重锻炼。10 月 25 日凌
晨 5时，记者在中宁县亲水街见到衣着
单薄、扎着马尾辫的朱海瑾，她瘦小的
身体充满了爆发力。虽然天气渐冷，但
她依旧坚持每天提篮晨跑。“过去没有
参加全国性的马拉松比赛，我每月跑量
在 100 公里，现在每月跑量是 300 公
里。”朱海瑾说，只有负重苦练，才不会
在赛场上“丢脸”。

对于普通跑友而言，遭遇 35 公里
“撞墙期”必须靠意志力坚持，能够完赛
已经是胜利。而朱海瑾“自讨苦吃”，负
重长跑，图的啥？有网友质疑她的参赛

动机。当有人看到她完成六盘水马拉松
比赛后，对着镜头说“太累了，真的是太
累了，比包头马拉松快了 30多秒”，并瘫
坐在地上的视频后，瞬间明白了这种“自
讨苦吃”其实是一个坚韧的生命在不断
地自我挑战、自我突破。

面对质疑，朱海瑾调整心态，坦然
面对。成为枸杞传播者是她的情感选
择和责任驱使。她每次参加全国各地
的马拉松比赛都会给跑友分享枸杞的
作用。“枸杞药食同补，可以提高机体免
疫力，有抗疲劳、补血、滋补肝肾和养肝
护肝的作用，能更好地提高身体素质。”
朱海瑾说。

负重锻炼 坚持参赛

据报道，在近日召开的第十一届
全国近零能耗与零碳建筑大会上，平
罗县宝丰镇兴胜村被评为 2024 年近
零能耗农宅项目，成为宁夏首个近零
碳村。如今的兴胜村，做饭不用煤炭、
农机不冒烟、屋顶可发电、余电能卖
钱，正成为村民们生产生活新方式。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
而深刻的变革，涉及的不只是一个行
业、一个部门，而是事关经济社会发
展的方方面面。乡村作为农业生产
的主体，在实现“双碳”目标中扮演
着关键角色。而且，农业农村领域
节能减碳空间巨大，大有文章可做。
比如，在变废为宝上下功夫，将畜禽
粪污变成沼气发电、沼液沼渣做有

机 肥 ，让 秸 秆 成 为 生 物 质 燃 料 ；又
如，在减量循环上想办法，农户房顶铺
上光伏板，屋里安装储能设备，电器用
上光伏电，把用不完的电储存起来……
通过减少污染排放、加强循环利用等
措施，不仅能够促进乡村生态环境的
恢复和改善，让生活环境更加清洁、健
康，更提升了农村居民的生活品质和
幸福感。

将“碳”降下去，把“质”提上来，乡
村是重要力量，也是受益者。让每一
分节能减排的付出都看得见成效，努
力形成推进“双碳”工作的强大合力，

“双碳”目标定能如期实现，广袤乡村
也必将走上农业可持续发展和农民福
祉双赢的发展之路。

让乡村成为落实“双碳”目标新阵地
孙莉华

据报道，银川市西夏区近段时间
连续举办多场“小专精”专场巡回招聘
会，将 50 家企业 200 个丰富多样的岗
位送到居民“家门口”，努力拉近就业
服务与居民的距离，力促辖区就业形
势稳定向好。

联系汇集企业岗位信息、组成宣
讲小分队入户宣传讲解、送岗位入社
区、现场答疑解惑……不得不说，这次
西夏区把“等着人上门”变为“送岗位
上门”的主动为之，值得点赞。众所
周知，日常参加招聘会，都需求职者
专门抽出时间、舟车劳顿前往人才
交流市场等场所，费时又费力。而
在寒冬腊月将招聘会开进社区，既
能 让 求 职 者 减 少 外 出 的 劳 累 和 花

销，轻松选择岗位，还能让企业与劳
动者面对面沟通，实现精准对接，于
民于企都大有裨益。

我们常说“为民服务”“建设服务
型政府”，究竟怎样才能服务到位？将
招聘会开进社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
子。它告诉我们，只有始终站在群众
立场和角度想问题、出决策、干事情，
从本职工作和岗位做起，把一切有关
群众切身利益的工作转化成一项项暖
心的务实举措、细化成一件件贴心的

“小事”，让群众实实在在感受到变化、
感受到温暖、感受到实惠，才是最好的
服务、最到位的服务。把这样的民生

“小事”办实办好，群众的心气才会顺，
我们的工作也才有意义。

办好民生“小事”就是最好的服务
虎 权

近日，宁夏品牌研究会与宁夏蓝
图品牌研究院联合发布首批宁夏著名
品牌，新百集团、宝山、奔牛、厚生记等
10家品牌上榜。

品牌是品质的背书，是企业的金
字招牌。打造叫得响的品牌，既有利
于扩大高质量产品和服务供给，又有
利于促进技术创新、推动产品升级，能
带动更多产品和服务“走出去”。就拿
此次上榜的厚生记来说，作为在宁夏
成长和发展起来的企业，厚生记以我
区优势特色农产品为主要原料，着眼
于开拓全国市场，加强产品研发、优化
产品结构，经过多年深耕，已经成为诸
多食品上市企业和航空公司的产品供
应商，所开发出的蚕豆休闲食品更是

远销全国各地，深受市场认可和消费
者信赖。

但与此同时，我区也存在着品牌
多而不精、大而不强的问题，品牌建设
的短板弱项亟需补齐。如何补上短
板，以品牌赢得市场？除了政府的
支持培育以外，企业自身也需要有
精进不休的积极性，始终抓住品质
不放手，坚持以质取胜、精益求精，
用有口皆碑的产品夯实根基，还要
有敢为人先的主动性，能聚焦产业
链、价值链的高端环节，以创新赋能
品牌发展壮大。如此，才能打造更多
叫得响的本土品牌，以品牌建设助力
经济高质量发展，让群众乐享高品质
生活。

打造更多叫得响的本土品牌
赵 慧

“3 年的变化，比过去 10 年都大。”从
鲜为人知，到被称为“塞上主播第一村”，
中卫市中宁县大战场镇下属的元丰村，
如今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听力残疾三级的返乡青年牧飒，靠着
拍乡村短视频，打开了人生的“开挂模式”，
短短 3 年时间，全网粉丝超过 700 万；没
上过学的阿蛋哥，得益于牧飒的“亲传”，
不仅“已经认识大部分汉字，能够在手机
上打字”，而且拥有了 100 多万粉丝，“现
在 1 年花的钱比过去 3 年挣的钱还多”；

全村有 44 户人家干主播，粉丝 1 万以上
的主播有 32 人，仅今年“十一”假期，就
有 3 万多游客涌进元丰村，两天时间营
业额达到 20 多万元，近 3 年的直播带货
营业额累计超过1.9亿元……

直播热潮下，许多走在时代前沿的
村里人，透过自己的镜头，讲述着邻里间
的家长里短、山野间的劳作生活，把山
清水秀的自然美景和充满乡土情怀的

“西北村事”，呈现在世人面前，用纯真
质朴讲述着独属于西北的温馨故事，也
在真实展现中收获了属于自己的“滚滚
财源”。

从一到多、从无到有，由穷到富的乡
村“变形记”，是“穷山沟”高速发展的缩
影。这既得益于网红经济突飞猛进的新
风口，也离不开诸如牧飒一样坚持奋斗
的“新农人”。他们思维活跃、视野宽阔、
经历丰富、技术先进，不仅红了自己、火
了家乡，也活跃了“三农”。

正所谓，能人带头，致富不愁。如今
的乡村大地上，类似这样的“新农人”并

不少。“80后”小伙马亮，用英语向世界讲
述西海固的故事，让 12 万斤产自西吉的
贝贝南瓜两周便销售一空；女博士吴夏
蕊，从城市奔向农村，把荒凉的盐碱滩改
良成多彩富民的土地；大学毕业的返乡
青年王志佳，运用“新农具”种出“智慧田”，
玉米亩产达 1841 斤……当下，无数个

“牧飒”正从大城市回到故乡，用新生代
的力量改变着家乡、宣传着家乡。他们
与乡村相互成就，让印象中“灰头土脸”
的故乡焕然一新，把故土变成了令人向
往的“富川山居图”。

据报道，从 2012 年到 2022 年底，全
国返乡入乡创业人员累计达到 1220 万
人；根据规划，到 2025 年，返乡入乡创业
人员将超过 1500 万。广大青年奔赴乡
村是一件乐见其成的事，但回到农村发
展的路却不好走。要想真正在泥土里扎
下根基，实现个人成才与农村的双向奔
赴，不仅要有想法，更要有魄力；不仅需
要返乡创业者敢闯敢拼、攻坚克难、不懈
奋斗，更离不开相关政策的支持。比如

元丰村，针对许多村民想当“主播”但文
化水平不高的现实，特邀专家讲授拍摄
技巧、直播技能，开设电商培训；对于带
货直播过程中出现的订单纠纷，大战场
镇党支部会第一时间协助联系法律援
助；在主播集中、设施完善、环境良好的
巷道，大战场镇还打造了主播文化一条
街，建设了“党建引领先锋助农主播孵化
中心”……精准到位的扶持政策，让更多
愿意回村的年轻人回得去、留得住，也富
了起来。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需要牧飒这样
的农民“网红”。以他们为“领头人”“领
头雁”，带动培育出一批素质优良的“兴
农人”队伍，在各个领域激起浪花朵朵，
我们才能续写出更多精彩蝶变的塞上

“村事”、塞上“新事”，为乡村振兴插上腾
飞的“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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